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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在 2014 ৪明ኰு出要ު࣮ϰ᧻平主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导，ԅ分पಃ优势及ռਇ优势发

出来，Ҡ使全ԏ和全社会的力պԅ分的动员，ު 决ୢ

精准扶贫的ಁު战，Ҭᰢᕪ贫工作т务ᲃ利ࣱ成。在精准扶贫

工作中，基层图书᳖对于区域文化、社会及ᐻ༸的发展有ቄᖨ

关要的作用，要ԅ分प基层图书᳖的作用发出来，Ҡᨁ精

准扶贫工作的ᲃ利开展。

� ᱽԚূഔເוྸിᤊހ߫ഭᄐႼ

位于Ꮳ山ߚᱽ关市曲江区沙ྸᮒ东角的沙ྸിിࡺ

会于 2016 ৪ᇾᡦ 21 贫困，2018 ৪新ࠑ 1 贫困，

2019৪新ࠑ 4贫困。୍ ᖨሤ前，26 贫困共ׂٝ 52名

贫困人ه。ب时，ᢗി的基层民众文化ອ平相对Ѩ，大多以

Բ业及Ⴄ业为主，产业ᐻ༸类י߄分ץ一，ԫ加上ᢗ地区土地

资源דϤ，ୢ 工ୃ求学当地৪ᧈ人的᳣，导ᖩി中֯动力

ᒝ少，贫困中大多为老৪体ਸ多ᆹؙ无֯动能力的民众。

� ഔເו图书᳖ޒᏭՆ୲ᤊল作ϏሂӚ

扶贫并θץ一地ᑄϹ物品ୃᬉᤁ的资助，ഖ为要的

贫困群众精神上的ৗ助。所ᣃ“௷人以ᵋθ如௷人以ྌ”，精

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应当ު “࣮扶贫ԇ扶志”的理念，作为一种

利ሖ的共ه体ৗ扶贫困群众ᚅءᖥ的发展。曲江区图书᳖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ጝൕৗ助沙ྸി建设Բ家书ौ，Ҡ使贫困

ി文化ኮр设施պഖ新，᪙ࠤ 500多Ԫ图书以及 2 张༹ᠷ

ධ，并对图书ᨁ行分类，Ҭᰢ基层图书᳖能࠭正常᧺作 时هͧ

开展多方合作、文化ԇ行的活动，ᫌ用以်ᱟ的方式推动精

准扶贫的开展 以ͧ儿፠教育为手，为贫困ഫ成৪人提ґ相应

的ᯖ读服务。作为社会环境中的ਸ势群体，贫困ഫ成৪人آպ

家庭ᐻ༸െр的ᰅռ，会产生一Ї观、ཏൕ的心理，ᨢྊन

ᮿᖥୀ，ᅭᖨਗ਼多贫困ഫ成৪人的思想意识出现ϸӘস<1>。曲

江区图书᳖工作人员ཿԒ基层一ᐫ，对贫困ഫ成৪人的心理

状态ᨁ行ϸ解，ᱟ对ᱟ与其ᨁ行ໜᨨ，ϸ解贫困ഫ成৪人的心

理᱂求，向他л᤻ᨗ文Ԟ与生活用品，拉᧻与他л的ᥨጇ。并

ν对贫困ഫ成৪人的心理᱂求౾ᰯ相关的心理教育图书，

引导他лᨁ行ᯖ读，ᡠ贫困ഫ成৪人ཿցآպ图书᳖的人

文关，ဇ֭他л养成向上向܋、ब老爱幼ν၏爱学ϰ的意

识，助力贫困ഫ成৪人的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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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ಀᱡᎦᄩռਇ֨͘ ֟文化ᏭՆ୲ᤊ

现段ᒝϤռਇ、ᐻᤘ的Ҭᰢ以及μ业化的服务ռᐖ

䇰基层图书侼在㋴准扶䍡工作中Ⲻ作⭞
ûûûзᱽԚূഔເו图书᳖ϖҋ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Basic-Level Libraries i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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ॴᦄ 㺭ᥝᡯ文就基层图书᳖在Ꮽ准扶ᤊ工作中ሂ作ᅱ做出探ጻ，以ᱽ关市曲ເ区图书᳖

为例，分析基层图书᳖如何充分发挥ᖥᦼ件ᡲ施以及ኮ件ᡲ施ሂ作ᅱ，ᨁᓣ保ᰢ基层图

书᳖ᕗ够促ᨁ我国Ꮽ准扶ᤊ工作ሂ有效开展。

ॴ"CTUSBDUᥝ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basic-level libraries in the work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aking Qujiang District Library of Shaoguan City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s how

basic-level librarie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own software facilities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so as to

ensure that basic-level libraries can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China.

ॴڟ䩚䃹ᥝ基层图书᳖；Ꮽ准扶ᤊ；作ᅱ

ॴ,FZXPSETᥝbasic-level library; precisepovertyalleviation; role

ॴ%0*ᥝ10.36012/lcs.v2i1.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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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图书᳖سிᑖ发展的根本原ݺ。ᘢخप基层图书᳖的

建设当作一种工程性ᲂሤ，خ᱂要ᨁ行一๋性的Ԓ，θ᱂要

。ᑖᮺᨂ的ᠳի，Ѧ基层图书᳖的基本服务要求ऻਗ਼ᰪ࿐ᥔى

ϱ的发展ߚ，在基层图书᳖建设的᧷程中，应当ᫌ用以ݺ

原կ，Ҡᨁ基层图书᳖的发展<2>。خ有ᨀච，能ሶ正Ҭᰢ基

层图书᳖发ᖥ的职能作用，Ҡ使基层民众的精神οᆅ

պ升华，ౄᕪ精神贫困现状。

另外，应做պ基层图书᳖业务管理主体上移。业务服务及

ᠳ范管理方ᱟ的ᯀᲝਗ਼多基层图书᳖存在的ᨨᆹ，要想प

ᨀ个ᯀᲝ从根本上解决，خ有प基层图书᳖的业务管理主体

上移。所ᣃ的业务管理主体上移，ऻ要प图书᳖બ᳖的建设

主体与分᳖的建设主体ᨁ行明ኰ，理清基层图书᳖બ᳖主管

᪂ᮻ以及分᳖主管᪂ᮻ之ᯆ的关，ሶ正᧲պ图书᳖服务所

在区域中ᨾޡ等的服务效果。实᯽上，对于ᨀ方ᱟ的探索，

中国ਗ਼多图书᳖ᐻ在θಪᨁ行，ਗ਼多地方᪈为建设公共图

书᳖ߚϱ全ᠰሞ的服务模式做出ϸ一խ有ሖ工作，形成ϸ

特色ᵝ明的公共图书᳖服务体，ԅ分ဇ发ϸ基层民众的学

ϰ๐ദ，移ᷦ化地对基层民众ᨁ行ϸ文化上的ၴᰕ。

��� ю化߫े图书᳖ᤣྱਝᡲ和ഡ֤ಭ式

᳣ԇ，基层图书᳖应当对᳖ᜡ结ൖᨁ行优化，ኰҬ其能࠭

ሶ正࿐ᥔ基层民众的᱂求。图书᳖要对民众的层๋及类߄ᨁ

行分析，要明ኰ基层图书᳖为周᧰ै民服务的原կ，ԅ分࿐ᥔ

周᧰ै民的᱂求。ݺ，在资源ൖ建的᧷程中，基层图书᳖θ

能႗ᱟ地使用᧷于理论化的资料，应当ற一Ї实用性及引

导性强的内ऌ。ᰜቄ时代的θಪ发展、ߚᮒ化建设ᨁ程的θ

ಪ加、科学技术的Ჳᨬ发展，民众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发

生ϸ改变，民众对于信息的᱂求ϯᨢྊ向ቄ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ൖ建ᜡ书结ൖ的᧷程中，应当ԅ分ؘၪ群众的关注ݺ

်，计Ꭳള、管理、法及融等方ᱟ的ᜡ书᪈س能会٦引群

众的兴ᥒ，ϯس以考᜵២ԅ家ै美化及科等方ᱟ的图书。ᨀ

ච一来，基层图书᳖能࠭ഖ加٦引民众，展基层民众的精神

οᆅ，A ਇ੍文化扶贫的ᵃ力。

其๋，ݺ地ռࣺ建设特色ᜡ书᳖。提升基层图书᳖服务质

中י分关᭼的一်ऻ建立Ԟ有地方特色的ᜡ书ളռ，图

书᳖应当ጝൕ地౾ᰯ当地的名人ᨶϻ、民Ҩ资料、历史资料、

地理资料，पᨀЇ资料ᨁ行广的征ᰯ并ಗ理成为图书᳖的

特色ᜡ书，从ᓣ能࠭有效传୶当地的历史文化，Ҡ使当地的影

响力պ提升，प地方优势文化资源ᨁ行ཿਇ的开发。ه时，

图书᳖资源建设的်中ϯׂல基层产业的特色，图书᳖س

以ؘၪ当地的管理及技术等方ᱟ信息知识的᱂求来提ґഖ加

μ业的技术ڟᢔ服务及μ业文献服务。

最ى，在基层图书᳖建设的᧷程中，应当ጝൕ᧹合网络信

息技术的发展，࿐ᥔ民众对于数字化信息资源ಾሖࠑ加的᱂

求。ऻ当下ᓣᡋ，计Ꭳള管理模式在ਗ਼多基层图书᳖中᧿ໝ有

պ及，导ᖩ基层图书᳖ᜡ书资源中的数字化信息资源י

分דϤ，ᅭᖨ有的基层图书᳖对于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建设处

于ጿ白状态，Ј២ԅᱻ像ռ品、数据৻及电子图书等现代化

信息资源，᧹合现代化社会的发展，Ҭᰢ基层民众能࠭ᚅഖ

加实时的信息知识，展基层民众的视，助力精准扶贫工作

的ᲃ利开展。

��� ण߫ेທэచґόથ化文化ഡ֤

要ԅ分利用当下发᧲的大数据，实现对基层民众的সਢ

化服务，提升读者的借ᯖ素养。要及时地౾ᰯθه民众对图书

的θه᱂求，ཿԒ研究群众的行为，实现个性化、对化的服

务。例如，在ᱟ对儿፠读者时，应当对其ᨁ行简ץ的培ᡣ，ኰҬ

其能࠭௺ట基本的ᖥ助借᧿ള的使用方式，发ಂ简ץ的౪作

႗ऻ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于文化ອ平Ѩ的读者ୃ

老৪读者，应当有志କ者ୃ图书᳖工作人员的现ޜৗ助。基层

图书᳖应当ԅ分利用ᖥ的资源优势，开展多元化的精准扶

贫工作。工作人员应当ԅ分意识պ，ਗ਼多基层群众່ء知识的

兴ᥒ及能力θᥔ，ݺس以ᫌ用ಂ电影及ੀ像的方式对基

层群众ᨁ行知识提升，ᘢ他л对电影资料中的知识ϯᰪ以理

解，ऻᐰᐳ基层民众ཿԒ生活ᨁ行现ޜ的౪作ዠ。图书᳖工

作人员要清地意识պ，方式多种多ච的，要视基层民众

的সਢ，Ҭᰢ文化服务的对性及有效性。

� ᐿᢞ

બᓣᡋ之，基层图书ؘ᳖与պ文化助力精准扶贫ᲂሤ中，

一种文化公ሖ性ϻ业ളൖ责т的体现。基层图书᳖应当ᴬ

ਇ视ᖥ的责т与优势，提升ᖥ的服务质与基本建设，

Ҭᰢ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质，提ᴬ贫困地区人民的思想ᠸ

，ه时᧿能࠭贫困地区人民ౄᕪ贫困，实现中国全ᱟ建

成小社会的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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