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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在乡村文化

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

（一）人才资源不足，缺乏创新意识

乡 村 人 口 年 龄 结 构 失 衡 ， 越 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从 农

村走向城市，青壮年人群较为稀缺，加之乡村文化产业

专业人才少、现有人员缺乏创新意识、文化建设水平低

下，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乡村带头人，以致给乡村文化

产业发展和振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二）重视程度不够，环境相对落后

乡村文化建设未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主要表现在：

一是经费投入不足。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文化发

展，与基础设施相比，经费投入存在不小差距。不少干

部 更 重 视 经 济 建 设 而 不 太 重 视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文 化 建

设，导致乡村常年文化活动经费较少，文化设备简陋；

二是流于形式。乡村文化建设过于形式化，虽然有乡村

文化建设，但是却很少起到实质性作用，有的地方认为

到年底了订阅几种报刊就可以了，等等。

（三）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发展模式单一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乡村文化发展主要由基层政

府负责，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乡

村文化的发展模式。这就使得人们的价值观逐渐趋于单

一化，给乡村振兴工作带来了发展的局限性。

高校图书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定位

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中心、文化建设的重要机

构，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各种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活动

中，充分发挥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优势和高水平的专业服

务，切实履行服务乡村振兴的职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

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这也为高校图书馆

拓展了新发展方向。当前，我国农村依然存在人才、设

备等欠缺的诸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汇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

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高校图书馆肩负着保障国家和地区文化传承，促进社会

文化进步的职能，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工作，这样，既助力了乡村振兴工作，又助推了基于

高校图书馆社会实践职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

高校图书馆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共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高校图书馆拥有着丰富的纸质图书和数字信息等馆

藏资源，这些知识储备信息涵盖了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作为信息资源中心，它可以为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工作

提供各种前沿科技信息支撑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图书、报

刊、学位论文等，还可以提供各种学科领域的数字资源，

能够满足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各种需求，例如，时政类资

源可以满足农民随时了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法律类

资源可以帮助农民解决合同纠纷、涉及社保医保等方面的

各种问题，以便于农民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业技

术类资源可以帮助农民更好地掌握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从

而提高农村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日常收入；休闲文化类资

源可以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提供这些信息资

源，使人们可以获取到更多前沿的、有效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使人们自身素质得到提升，加快了乡村文化产业

建设，助推了乡村振兴快速发展进程。此外，高校图书馆

在利用图书馆资源服务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根据

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积累大量地方文献

特色资源。这样有利于进一步丰富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

源，建立特色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使图书馆建设更具

有地方特色性。不但丰富了高校图书馆中优秀乡村文化知

识信息库，而且促进了优秀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满

足了农民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二）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高校图书馆运用自身资源优势，依靠多样化文化帮扶

模式，在乡村定期举办大型全民阅读活动，紧紧围绕“阅

读服务、阅读推广”核心目标展开，用书籍点亮乡村，让

阅读成为风尚，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活力。图书

馆联合乡村服务站点以及当地“农家书屋”，合作举办读

书朗诵、分享、荐书、征文、展览等阅读推广社会实践活

动，以“阅读”为媒介，为乡村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和文化

内涵。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在农民心中播

下阅读的种子，培养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阅读带来

的精神力量，使他们从中获取知识的力量。将乡村特色文

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开发出一条红色研学路线，紧密结

合文旅工作，惠及当地群众。

（三）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高校图书馆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高学历学科馆员队

伍，他们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掌握着专业的

图书情报、信息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和信息收集、整理、咨

询、检索、开发等实践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来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一是专业学科馆员既可以为乡村文化产业的

建设提供深层次的文化信息咨询服务，又可以协助乡村做

好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以及传承工作，为后期特色

数字资源数据库建立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二是高校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