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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界对参与精准扶贫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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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精准扶贫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图书馆创新发展的热点之一，本文较为全面地调研梳理了
我国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进展现状，并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对于未来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建设具

有一定的参考与启迪价值。［方法／过程］本文针对我国图书馆系统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
书馆”三种类型维度，按照研究思考和实践举措两种建设层面，对我国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建设工作进

行全面梳理，总结目前我国图书馆精准扶贫建设的进展情况，并分析目前图书馆精准扶贫中所存在的一些挑

战。［结果／结论］本文对我国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现有报道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梳理与全景勾勒，剖析了三类
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研究思考与实践举措，充分展示了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智慧与经验，并指出了未

来发展中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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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２０１３年“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中央对精准
扶贫工作予以了持续高度重视。习总书记在２０１７年２
月组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

出，要“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

贫攻坚目标”［１］。对于这场精准扶贫攻坚战，党中央多

次强调要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并颁布了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以及《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

列政策，正好契合了图书馆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自身

资源特点。图书馆作为各类文化和科技知识的重要承

载者、汇集者和传播者，是文化和科技领域实施精准扶

贫建设的桥头堡。图书馆参与文化和科精准扶贫不仅

是天然使命，也是现实所需。第一，图书馆具有丰富的

科学文化精神积累，对于贫困人口破除迷信思想，树立

崇尚科学的价值观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第二，图书

馆可以成为科技知识与先进经验的传递桥梁，为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致富提供可供学习的知识、技能与经验。

第三，图书馆还是重要的科技情报服务机构，为促进贫

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积极的科技信息

支撑。因此，图书馆是从文化与科技领域参与精准扶

贫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对于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攻坚

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２　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体系特征

２．１　三类图书馆维度

　　在我国图书馆系统中，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

专业图书馆是最主要的三大主体类型［２］。公共图书馆

相比于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具有广泛服务社会

公众的属性特点，自从文化部号召实施全国文化精准

扶贫以来，公共图书馆对于精准扶贫的认识与参与程

度不断加深，已经成为贫困地区文化、信息、科技精准

扶贫的最主要参与主体［３］。同时，高校图书馆依托其

从事高等教育服务的资源特点，通过扩大开放性等方

式进一步拓展社会服务属性，成为该图书馆所在高校

与对口扶贫地区“点对点”精准扶贫的有机组成部分

之一。专业图书馆主要是国务院部、委（局、办）、中央

直属单位科研院所的图书信息机构，具有较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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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及人才储备优势。专业图书馆目前参与文化

或科技精准扶贫的实践相对较少，但是专业图书馆具

有科技优势突出、专家资源丰富等特点，因此专业图书

馆参与精准扶贫也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２．２　两种建设类型
　　当前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建设的方式主要有两大
类型，如图１所示。其一是对理论、方法、模型层面的
研究与思考，针对图书馆精准扶贫的意义、方法、模式

等理论层面的研究，具体包括对于图书馆参与精准扶

贫工作的研究意义、服务定位、作用范围等的探讨，以

及对于研究方法、路径设计、服务规划、帮扶机制、帮扶

策略、实施效果评价和政策建议等的思考。其二是实

施案例实践，开展多样化图书馆精准扶贫实践工作，具

体包括对精准扶贫的组织、规划与动员，图书资源捐

赠，人才培养与培训，图书馆基础设施援建、多方共建

共享，专题服务活动，网络环境建设，以及知识信息情

报服务等等。

图１　我国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建设工作的梳理体系特征

　　因此，本文针对我国图书馆系统的“公共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三种类型维度，从研究

思考和实践举措两种层面，对我国图书馆参与精准扶

贫相关建设工作进行全面梳理，总结目前我国图书馆

精准扶贫建设进展情况，并分析目前图书馆精准扶贫

中所存在的一些挑战，为未来我国图书馆精准扶贫建

设更好发展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３　图书馆精准扶贫的研究思考

３．１　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的研究思考
　　公共图书馆作为当前我国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
主力，对精准扶贫理论层面的研究涉足较早，涉及领域

范围不断扩大，如表１所示。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战
略意义与内驱动力研究作为基础前提，较早成为关注

重点之一。利用公共图书馆优势设计帮扶思路、因地

制宜创新帮扶策略，探索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的方法、

模式、路径与机制，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基层公共图书馆

建设与发展，也逐渐成为热点之一。此外，公共图书馆

还积极学习国外图书馆帮扶弱势群体的经验。

３．２　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的研究思考
　　高校图书馆也是文化、科技精准扶贫研究的重要
力量之一。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的主要研究思考如表

２所示。与公共图书馆不同的是，高校图书馆隶属教
育系统，受到相关管理规范制约，对于是否应当承担精

表１　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的主要研究思考

序号 类型 研究内容 主要结论

１ 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的意义与

内驱动力研究

公共图书馆实施文化精准扶贫的目标原则［４］、

使命需求［５］与建设价值［６］

公共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意义重大，可通过数字资源手段推进

精准扶贫，实现精准扶贫价值目标

２ 依托公共图书馆基础优势设计

帮扶思路的研究

以公共图书馆资源、政策、平台等优势，因地制宜

设计思路［７－８］，改变贫困文化特质

利用公共图书馆优势，挖掘贫困地区特色，因地制宜创新文化

帮扶策略、探索脱贫致富思路

３ 探索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的方

法、模式、路径与机制

探索精准识别［９－１０］、精准对接［１１］、精准实施服

务［１２］与评价［１３］等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的方法

模型

尝试创新识别贫困对象及需求的方法、构建精准扶贫指标评价

体系及服务对接帮扶机制等

４ 针对当地基层公共图书馆发展

的研究

探索协助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方

法［１２，１４－１５］，发挥其对当地精准扶贫工作的带

动作用

助推乡村基层图书馆文化建设，加强贫困地区公共图书馆组织

管理与财政保障，提升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建设效果

５ 学习国外图书馆帮扶弱势群体

经验

以公共图书馆资源［１６］为基础的文化扶贫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文献捐赠计划推动文化扶贫

准扶贫责任，以及在扶贫实践中应发挥怎样作用，最初

存在一些争论。其后随着精准扶贫战略不断深化发

展，高校图书馆普遍支持拓展服务范围，投身精准扶贫

建设，积极参与文化与科技精准扶贫。因此，高校图书

馆精准扶贫的服务定位与意义研究是重要方面之一。

高校图书馆基于地域或特定主题设计精准扶贫建设思

路、构建精准扶贫管理机制与帮扶模式，也成为研究热

点。此外，高校图书馆也积极学习国外图书馆帮扶弱

势群体的定位、策略与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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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的主要研究思考

序号 类型 研究内容 主要结论

１ 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的服务定

位与意义研究

高校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角色定位［１７］、研究

意义

高校图书馆大多定位为非主导性的协同参与所在高校精准扶

贫，并借助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环境支持

２ 基于地域或特定主题设计高校

图书馆精准扶贫建设思路

结合高校图书馆馆情［１８］，挖掘精准扶贫对象地

域特征［１９］，创新精准扶贫思路

针对贫困地区旅游资源、特产行业等发展状况，借助高校图书

馆网络资源条件，创新设计帮扶思路

３ 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管理机制

与帮扶模式的设计

设计与完善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管理体制［２０］，

创新多种形式的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模

式［２１－２２］

加强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管理工作效率、优化激励机制，探索

多样化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方法、机制、模型

４ 学习国外图书馆帮扶弱势群体

经验

国外高校图书馆帮扶弱势群体的定位［２３］、策略

与模式［２４］

国外高校图书馆实施针对弱势群体的社区服务，以文化信息为

基础拓展农村服务

３．３　专业图书馆精准扶贫的研究思考
　　专业图书馆涉足精准扶贫研究较少，并主要集中
在对专业图书馆精准扶贫定位、作用与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不断深入以及传统专业图

书馆转型发展，一些专业图书馆［２５］开始探索利用文

化、科技、信息等专业性资源优势，厘清专业图书馆精

准扶贫建设定位，有针对性地研究精准识别、精准测

度、精准帮扶地构建专业图书馆精准扶贫指标体系、建

设方法、机制与模式。

４　图书馆精准扶贫的实践举措

４．１　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重要实践举措
　　公共图书馆在精准扶贫实践方面呈现出参与热情

高涨、参与主体众多、参与形式丰富的特点，目前已经

形成了“公共图书馆 ＋乡镇文化站 ＋社区图书馆（农
村文化活动室）”的“省 －市 －县 －乡 －村”五级全覆
盖的基层文化服务格局［２６］，通过参与精准扶贫的组

织、规划与动员，开展专题图书或信息资源建设，针对

弱势群体设计服务，捐赠贫困地区图书资源或援建书

屋基础设施，培训贫困地区图书管理员等一系列举措

（如表３所示），在公共图书馆界形成全行业联动的发
展态势，其相关实践发展已经成为了精准扶贫的研究

热点之一，在“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中承担着重要职责。

表３　公共图书馆精准扶贫的主要实践举措

序号 类型 组织机构 具体举措 目标效果

１ 公共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

的组织、规划与动员

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工作

委员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

工作委员会［２７］

为贫困地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政策方向

和措施参考

２ 聚焦贫困地区基层图书馆的人才建设工作，

出台“贫困地区基层公共图书馆青年馆员

实地培训工作方案”专题［２８］

引导东西部图书馆扶贫协作，制定支援贫

困地区图书馆人才建设的可行性措施

３ 邯郸市图书馆［２９］、安徽省

萧县图书馆［３０］等

将参与精准扶贫建设写入本馆“十三五”规

划

积极推进文化精准扶贫，加强对贫困县公

共图书馆扶持

４ 上海市图书馆［３１］ 发布《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 扶贫调研展示现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５ 广东省图书馆、上海市图书

馆等

《图书馆论坛》［３２］、《图书馆杂志》［３３］等期

刊设立图书馆精准扶贫相关专题

为贫困地区图书馆的发展和图书馆参与

地方扶贫提供智力支持

６ 专题资源建设助力精准扶

贫

首都图书馆［３４］、云南省图

书 馆［３５］、广 西 省 图 书

馆［３６］等

提供包括数据库、课件和视频在内的多种类

型农业生产信息资源、农村经济发展专题资

源、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进程务工专题

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信息资源支持

７ 河北省图书馆［３７］ 精准扶贫专栏，对精准扶贫政策以及具体开

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解读等

对国家和河北省精准扶贫的政策、案例进

行宣传与重点解读

８ 四川省图书馆［３８］ 实施“川图·微图书馆”计划。在革命老

区、边远地区设立微图书馆４个，未来三年
内将建立１００所微图书馆。

通过为图书馆计划精准扶贫服务三区脱

贫文化建设

９ 公共图书馆点对点精准帮

扶贫困地区

广西省壮族自治区图书

馆［３９］

精准扶贫定点帮扶昭平县昭平镇马圣村，制

定《广西图书馆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及脱贫

方案等

一户一案精准帮扶，帮助其定点脱贫

１０ 甘肃省图书馆［４０］ 精准帮扶宕昌县南河乡大族村、何家堡乡塔

地山村，提供科技耕种、发展特色产业的信

息与启动资金

传递科技文化信息，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

生产技能

０１１



刘宇，杨志萍，侯雪婷，等．我国图书馆界对参与精准扶贫的思考与实践［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１２）：１０８－１１５．

（续表３）

序号 类型 组织机构 具体举措 目标效果

１１ 图书馆资源捐赠与设施援

建

甘肃省图书馆［４０］、湖北省

图书馆［４１］、杭州市图书

馆［４２］、西部省级公共图书

馆联盟［４３］

建设文化室、图书分馆或流动站定点帮扶，

或捐赠图书资源、共建共享图书资源

为贫困地区获取或共享优质图书信息资

源提供支持

１２ 基层图书管理员的培训 湖北省图书馆［４１］、鄂州市

图书馆［４４］、贺州市图书

馆［４５］

培训贫困地区图书馆负责人、农家书屋管理

人员等等

提高贫困地区基层图书馆、图书室或书屋

的管理水平与技能

４．２　高校图书馆精准扶贫重要实践举措
　　纵观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扶贫工作开展，可以按其
精准扶贫的对象划分为高校图书馆对当地图书馆的

“行业内”扶贫和高校图书馆对当地其他领域的“行业

外”扶贫。

　　一方面，在高校图书馆面向贫困地区当地各类型

图书馆的“行业内”扶贫中，比较典型的帮扶方式有高

校图书馆资源捐赠和资源共享、贫困地区图书馆人才

培养与支持、图书馆（室）基础设施的援建，以及承担

对口扶贫任务帮扶贫困地区图书馆建设发展，如表４
所示：

表４　高校图书馆“行业内”精准扶贫的主要实践举措

序号 类型 组织机构 具体举措 目标效果

１ 高校图书馆资源捐赠

和资源共享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４６］ 与北川地区建立帮扶机制，捐赠大量图书支援地

区图书馆建设

通过图书捐赠、资源共享增强地区图

书馆的服务能力

２ 青海民族大学图书馆［４７］ 在定点服务中帮助扶贫村庄建立农民图书馆，并

捐赠一部分农业科技方面的图书资料

３ 贫困地区图书馆人才

培养与支持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４８］、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４９］、南开大

学商学院［５０］、黑龙江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５１］等

为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图书

馆界人才培育、建设提供支持，为广西、新疆、黑

龙江等边缘地区图书馆人才建设发挥自身力量。

为“三区”地区图书馆人才建设提供

支持，为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智力

保障

４ 图书馆（室）基础设施

的援建

青海民族大学图书馆［４７］ 在定点服务中帮助扶贫村庄建立农民图书馆 完善贫困地区文化信息服务设施，并

在援建中传授自身优秀管理经验

５ 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５２］ 与洛阳市政府共建洛阳市科技图书馆

６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５３］ 援建阿坝州公共图书馆，为阿坝州无偿提供图书

馆终端远程网络服务

７ 承担对口扶贫任务 教育部直属高校图书馆 ７５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已全部参与定点扶贫工
作［５４］

高校图书馆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图书

馆建设与发展

８ 清华大学图书馆［５５］ 多次承担对口支援贫困地区的帮扶活动

９ 东北师范大学［５６］ 长期对口帮扶前郭县、伊通县图书馆

１０ 陕西省高校图书馆［５７］ 高校图书馆与县级图书馆结对帮扶建设与发展

　　另一方面，在高校图书馆对当地其他领域的“行业
外”扶贫中，对于非图书馆领域的帮扶对象依据各高校

图书馆自身的扶贫计划表现得各有特色，基本扶贫对

象可以概括为面向贫困地区政府的服务、面向贫困地

区企业或产业的服务、直接面向贫困人口的服务，如表

５所示。
４．３　专业图书馆精准扶贫重要实践举措
　　专业图书馆虽然目前从事精准扶贫相关的实践工
作不多，但是由于其具有较强的资源特色和研究能力，

其实践举措大多有效结合了其专业优势，发挥了一定

的精准扶贫帮扶建设效果和辐射带动作用。

　　（１）帮扶对口支援。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在服务地方精准

扶贫，助力贫困地区地方经济发展上主动贡献力量、承

担社会责任。例如，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自

２０１５年起在四川省广元、武胜、石棉等地开展文化和
科技精准扶贫，设置科技扶贫联络员专门常驻负责科

技扶贫，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科技信息支撑。中

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对口支援西和县洛峪镇，

建设文化广场和农业科技馆等基础文化设施，并协助

解决半夏和花椒种植中存在的连作障碍等关键技术问

题以及荒山荒坡利用规划等问题［６５］。

　　（２）网络信息服务促进地方发展。中国农业科学
院信息研究所（农科院信息所）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ＮＳＴＬ）从保证地方文化和科技信息需求入手，通
过情报研究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助力。农科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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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高校图书馆“行业外”精准扶贫的主要实践举措

序号 类型 组织机构 具体举措 目标效果

１ 高校图书馆向贫困人

口、弱势群体开放

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 将帮扶贫困人口、弱势群体与阅读推广项目

结合，向弱势群体免费合理开放，通过品牌

活动的带动

向贫困人口开放、承担社会责任，助力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提升

２ 高校图书馆提供信息

情报精准服务促进贫

困地区产业发展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４６］ 针对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农业发展，为其

提供信息服务、技术咨询等

依托高校信息资源优势，为贫困地区产业

发展提供信息咨询、技术支持或培训等服

务，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３ 中国药科大学图书馆［５４］ 以对口支援地区的药农为服务对象，通过在

线咨询、资源购置、技术支持以及管理培训

等手段，为地方发展提供科技信息支撑

４ 吉首大学图书馆［５８］ 针对武陵山贫困地区旅游业发展，参与当地

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与抢修工作，并为其文化

旅游发展提供古籍资源支持

３ 针对特定弱势群体的

精准扶贫专题活动

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５９］、西华

师范大学图书馆［６０］、河南师范

大学图书馆［６１］、辽宁大学图书

馆［６２］、河 北 农 业 大 学 图 书

馆［６３］

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进城务工人员等特

定服务对象为服务主体开展相关精准扶贫

专题活动

从图书馆阅读推广、特色讲座、特定技能

提升专题活动及勤工俭学岗位等帮扶弱

势群体

５ 太原理工大学图书馆［６４］ 通过勤工俭学岗位的设计对在校贫困大学

生的帮扶

所与河北阜平达成帮扶协议，通过智慧农业、基层农技

推广服务云平台、精准扶贫云平台、农业电子地图等具

体方案设计，通过改变传统农业的信息发展环境促进

贫困县农业信息的发展。ＮＳＴＬ积极承担西部地区对

口援建的重要任务，在保障西部地区科技文献信息获

取上发挥重要作用［６６］。同时，ＮＳＴＬ还以西部科技型

中小企业为对象，通过培训提升中小企业利用科技文

献信息的能力，从需求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

化［６７］。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建

设了涉农免费服务的“云南农村信息化扶贫暨农信通

专家咨询服务平台（三农通）”［６８］，并通过微信移动平

台持续开展涉农信息和政策的即时服务。

５　图书馆精准扶贫建设面临的挑战

　　我国图书馆领域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号

召，各类型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研究思考与实践举

措不断取得进展，但与此同时，图书馆精准扶贫深化发

展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

５．１　组织规范化和引导驱动力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图书馆精准扶贫建设整体发展较为分

散，缺乏一种对整体参与精准扶贫建设方式、建设内

容、组织模式等的规范化组织。虽然２０１６年底成立了

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工作委员会，但是该组织仍囿于

公共图书馆范畴，并且尚未出台相关的规范参考或标

准性条件。同时，我国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的驱动力

也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通过优化组织、引导以营造更

好氛围，鼓励更多图书馆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５．２　部分研究“重形式轻内容”，深度不足，关注零散

　　部分图书馆精准扶贫研究流于表面，出现了“重形

式轻内容”不良现象，许多报道将图书馆精准扶贫简单

地视作一个普通扶贫任务或献爱心活动，表现得较为

粗糙化、表面化，制约了图书馆精准扶贫建设的良好可

持续发展。一些研究思考也仅停留在问卷调研为主的

表层阶段，缺乏对于图书馆精准扶贫中的需求识别与

测度、方法设计与检验、效果评价与优化等相关模型、

技术、方法的研究，缺少对关键点的认知、分析与把控。

同时，研究关注点较为分散，以局部探索为主要研究形

式，缺乏涵盖需求识别、贫困测度、方案设计、过程管

理、效果评价及反馈优化等全流程系统性、体系化的全

面梳理。

５．３　扶贫“精准”程度有待加强，创新性需进一步提

升

　　当前图书馆精准扶贫的“精准”表现不足，缺乏需

求精准、识别精准、对象精准、方法精准、评测精准或效

果精准等具体精准扶贫的体现，以及对于致贫原因和

扶贫需求的精准把控。因此，图书馆精准扶贫未来发

展亟需深入调研与识别贫困地区精准对象与精准需

求，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模式，制定合理、有效的精准

帮扶规划和精准帮扶措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效果。

其次，精准扶贫的策略创新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图

书馆在扶贫时并没有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在有限资

源的前提下，图书馆精准扶贫还需要充分发挥知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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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创新精准扶贫方法与策略，有效提升帮扶效果。

５．４　对帮扶效果、效率的评估有待建立健全
　　当前图书馆精准扶贫帮扶效果、效率的评估仍然
较为缺乏。虽然目前政府或公益组织有关于扶贫活动

的普适性考核方法，但是这种普适性考核对于图书馆

精准扶贫建设的适用性有所不足。然而，制定图书馆

精准扶贫建设帮扶效果与效率评估管理或考核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组织管理，有助于准确地实

施落实，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调整策略措施，从而推

动图书馆精准扶贫长远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前对于

科学、合理、系统化的图书馆精准扶贫的帮扶效果、效

率的评估管理体系的需求较为迫切。

６　结语

　　图书馆精准扶贫研究已逐渐成为我国图书馆领域
在“十三五”时期所关注的热点之一，也是我国图书馆

界拓展研究范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发展契机。本

文通过全面调研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专

业图书馆”三种主要类型图书馆参与精准扶贫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进展现状，对研究意义与作用、研究方法与

设计、帮扶方案与机制策略等研究思考，以及组织动

员、设施援建、人才培养、网络构建等实践举措，进行了

整体地梳理总结，并分析得出了当前图书馆精准扶贫

建设上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希望为推动图书馆精准扶

贫建设更好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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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６（５）：３８－４２．

［１０］黄辉．精准脱贫战略下的图书馆文化扶贫精准识别、帮扶与机

制创新研究［Ｊ］．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７（１）：４９－５５．

［１１］王福．复杂网络视角下的内蒙古精准文化扶贫体系模型构建

［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６（１０）：７－１５．

［１２］段小虎，张惠君，万行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安排与

项目制“文化扶贫”研究［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６，３６（４）：５－

１２．

［１３］赵奇钊，彭耿．武陵山片区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与信息贫困研

究［Ｊ］．图书馆，２０１６（１）：６５－６８．

［１４］胡顺江．让“三步走”助推乡村图书馆（室）建设落地生根［Ｊ］．

图书情报论坛，２０１６（４）：５６，７２．

［１５］段小虎，谭发祥，赵正良，等．西部贫困县图书馆“跨越式”发展

的财政保障研究［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６（１）：１－９，４１．

［１６］李伟，杨士丽．美国图书交换中心资源配置与运营模式分析

［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３５（１０）：１３２－１３７．

［１７］罗铿．高校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中的角色定位研究［Ｊ］．农业

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７（５）：１６－１９．

［１８］王晓芳．苏北信息贫困地区高校图书馆信息扶贫工程建设

［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０８（５）：９－１１．

［１９］宁冬云．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研究———以

承德地区高校图书馆为例［Ｊ］．图书情报导刊，２０１５，２５（２２）：

６７－６９．

［２０］冯永财．高校图书馆与贫困地区基层图书馆对口帮扶机制研

究———以陕西为例［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６，３６（７）：１－７．

［２１］罗铿．高校图书馆文化精准扶贫创新服务研究［Ｊ］．河北科技

图苑，２０１７，３０（３）：３－７．

［２２］李薇．高校真人图书馆助推文化扶贫的思考［Ｊ］．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２０１７（５）：１８－２２．

［２３］唐美荣，冯永财．国外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对我国文化扶贫的

启示［Ｊ／ＯＬ］．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７（７）：５４－５８．

［２４］闫小斌，高延玲．美国农村再造计划中的文化信息服务———以

美国农业图书馆农村信息中心为例［Ｊ］．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７，

３７（２）：３９－４６．

［２５］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获批３项２０１７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ｓ．ｃａｓ．ｃｎ／ｘｗｚｘ２０１６／

ｔｔｘｗ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０６／ｔ２０１７０６１８＿４８１４６１７．ｈｔｍｌ．

［２６］范兴坤．我国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联合图书馆”建设研

究［Ｊ］．图书馆，２０１６（１１）：６６－７４．

［２７］贾楠．全国公共图书馆扶贫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９－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ｖｉｄｅｏ／２０１６／

１２１２／３３３７．ｈｔｍｌ．

［２８］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召开专题工作会议［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ｓｃ．ｏｒｇ．ｃｎ／ｃ／ｃｎ／ｎｅｗｓ／

２０１７－０７／１７／ｎｅｗｓ＿１０３９２．ｈｔｍｌ．

［２９］邯郸市图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

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ｔｓｇ．ｎｅｔ／Ｈｏｍ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ｉｄ／１０５９．ｈｔｍｌ．

［３０］胡淑芳．“十三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新探索———以萧

县图书馆为例［Ｊ］．管理观察，２０１６（２）：２７－２９．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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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上海图书馆发布《文化精准扶贫发展研究》报告［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ｈｚｘ／ｑｇｗｈｘｘｌｂ／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６０５／ｔ２０１６０５１１＿４６１７９１．ｈｔｍｌ．

［３２］“贫困地区图书馆发展研究”栏目约稿启事［ＥＢ／ＯＬ］．［２０１７

－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ｔｓｇｌｔ．ｚｓｌｉｂ．ｃｏｍ．ｃｎ／ＣＮ／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１１．ｓｈｔｍｌ．

［３３］２０１６年第９期图书馆扶贫专题［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ｃｎ／ＣＮ／ｖｏｌｕｍｎ／ｖｏｌｕｍｎ＿１１８２．

ｓｈｔｍｌ．

［３４］北京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ｇｘｇｃ．ｃｎ／

［３５］文化共享工程云南分中心文化信息资源网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

－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ｌｉｂ．ｃ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１７１／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３６］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广西分中心：农民进城务工专题资源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ｇｘｗｈ．ｇｘｌｉｂ．ｏｒｇ．ｃｎ／ｎｍｊｃ／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

［３７］精准扶贫专网［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ｌｉｂ．

ｎｅｔ／ｊｚｆ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３８］四川省图书馆２０１６年工作总结及２０１７年工作部署［ＥＢ／ＯＬ］．

［２０１８－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ｌｉｂ．ｏｒｇ／ｉｎｆｏ．ｈｔｍ？ｉｄ＝

１０２１４９８７０２２７６９７８．

［３９］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２０１６年年报［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

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ｘｌｉｂ．ｏｒｇ．ｃｎ／ｕｐｌｏａｄ／２０１７０８／１６／２０１７０８１６０９

１０１０９６３２．ｐｄｆ．

［４０］马清源，杨勤德．甘肃省图书馆加强“文化帮扶”助力帮扶点

“精神脱贫”［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０３－１７／２７０４３５．ｓｈｔｍｌ．

［４１］湖北省图书馆落实文化精准扶贫工作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

－０５］．ｈｔｔｐ：／／ｈｂｆｐ．ｃｎｈｕｂｅｉ．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７１４／３１８８３９．ｓｈｔｍｌ．

［４２］刘芳萍．城市图书馆帮扶贫困地区乡村图书馆模式探讨：以杭

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在通渭县建立美术资料阅览室为例

［Ｊ］．甘肃科技，２０１４，（１３）：７５－７７．

［４３］西部省级公共图书馆联盟正式成立［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１２－

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ｑｗｈｗ．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１／ｗｈｚｘ／ｚｚｓｗ／２０１７－０３

－０９／１７８８０．ｈｔｍｌ．

［４４］鄂州市图书馆“文化扶贫”助推精准扶贫［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０３－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ｚｊｊｊｃ．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１／１９６ａｅｄ８ｅ－

ｅ３ｂ４－４ｄ３０－９２５５－０９７ｄ１０ａ８５６ｄｃ．ｈｔｍｌ．

［４５］陈隆葵．论精准扶贫与基层图书馆创新———以贺州市为例

［Ｊ］．科技资讯，２０１７（２８）：１９０－１９１．

［４６］我校向北川羌族自治县图书馆捐赠图书［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

－１７］ｈｔｔｐ：／／ｌｉｂ．ｓｗｕｎ．ｅｄｕ．ｃｎ／ｘｎｍｄｌｉｂ／ｉｎｆｏ．ｈｔｍ？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ｎｆｏ＆＆ｉｄ＝１４９１４４９６５５５２９１４８．

［４７］周仕兴，叶昊，张林涛．一所大学的“扶贫担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ｅｐａｐｅｒ．ｔｉｂｅｔ３．ｃｏｍ／ｑｈ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０５／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４９４４．ｈｔｍ．

［４８］广西公共图书馆“三区”人才高级研修班在武汉大学成功举办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ｎｌｉｂ．ｃｏｍ／Ｎｅｗｓ／ｙｅ

ｊｉｅ／２０１４－１１－１４／１２９５８．ｈｔｍｌ．

［４９］新疆图书馆２０１３年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第三学期

顺利开课［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２９］．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ＫＸＲｅａｄ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ｄｂｃｏｄｅ＝ＣＪＦＤ＆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ＸＹＴＳ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４＆

ｕｉｄ＝ＷＥＥｖＲＥｃｗＳｌＪＨＳｌｄＲａ１ＦｈｄＸＮＸａ０ｈＨＲＷｔＶＵＨｈｉｂＤｌｍＲＨｈ２

ｂＵ５ｌｂＥ００ＭｌＢＣＺｚ０＝＄９Ａ４ｈＦ＿ＹＡｕｖＱ５ｏｂｇＶＡｑＮＫＰＣＹｃＥｊＫｅｎｓＷ

４ＩＱＭｏｖｗＨｔｗｋＦ４ＶＹＰｏＨｂＫｘＪｗ！！．

［５０］广西公共图书馆“三区”人才高级研修班在南开大学举办［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ｎｌｉｂ．ｃｏｍ／Ｎｅｗｓ／ｙｅｊｉｅ／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３７５８４．ｈｔｍｌ．

［５１］黑龙江省图书馆与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举行青年志愿者

合作续签仪式［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ｈｌｊｌｉｂ．ｏｒｇ．ｃｎ／ｄｔ／ｚｘｄｔ／２０１６１１／ｔ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５３４３５．ｈｔｍ．

［５２］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暨洛阳市科技图书馆试开馆［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ｌｉｂ．ｈａｕｓｔ．ｅｄｕ．ｃｎ／ｈａｕｓｔ／ｈｔｍｌ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０４－２８／ｄｅｔａｉｌ＿９２．ｈｔｍｌ．

［５３］我校图书馆与阿坝州公共图书馆共建免费服务协议签约仪式

成功举行［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ｅｄｕ．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ｇａｏｘｉａｏ／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８／０５／１６５６７７８７０．ｓｈｔｍｌ．

［５４］徐春．高校图书馆参与文化精准扶贫模式探析［Ｊ］．图书馆研

究与工作，２０１７（６）：４５－４７．

［５５］华山．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展 “西部愿望游学团”活动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ｇｏｎｇｙｉ／２０１７－０４／１１／ｃ＿１２９５２９５８７＿３．ｈｔｍ．

［５６］王战林，周秀霞．长期扶持，共同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图书

馆扶持前郭、伊通县图书馆计划［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０８

（９）：６０－６１．

［５７］赵珍．西安高校图书馆结对帮扶县级图书馆［ＥＢ／ＯＬ］．［２０１７

－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ｅｐａｐｅｒ．ｘｉａｎｃｎ．ｃｏｍ／ｘａｗｂ／ｈｔｍｌ／２０１０－１２／

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９５７３５．ｈｔｍ．

［５８］刘洪．西部地区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服务的实践与对策思

考———以吉首大学图书馆为例［Ｊ］．当代图书馆，２０１４（４）：３０

－３２．

［５９］曾咏梅，余成，郭晓彬，等．基于精准扶贫的农业高校图书馆信

息服务研究———以四川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Ｊ］．晋图学刊，

２０１７（１）：４６－４８，５８．

［６０］罗琼珍．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农村留守妇女知识服务研究

［Ｊ］．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１０５－

１１０．

［６１］苗晓青．全民阅读时代高校图书馆关怀农村留守儿童方式的

思考［Ｊ］．农业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４，２６（８）：１３２－１３４．

［６２］郭金子．高校图书馆面向农民工的社会文化服务研究［Ｊ］．河

南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３，３３（７）：２７－２９．

［６３］朱永香，冯竟争，王惠颖．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提升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技能研究［Ｊ］．农业网络信息，２０１７（４）：４２－４４．

［６４］陈琳．对高校图书馆勤工俭学工作的再认识［Ｊ］．内蒙古科技

与经济，２０１４（１９）：１５９－１６１．

［６５］兰州分馆赴“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联系点调研［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ｌａｓ．ｃａｓ．ｃｎ／ｚｔ／ｌｃｌｈｗｍｆｍ／ｆｍｄｔ／

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１８＿３５５８２８８．ｈｔｍｌ．

［６６］２０１４年ＮＳＴＬ科技文献信息西部阳光行动昆明行［ＥＢ／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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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杨志萍，侯雪婷，等．我国图书馆界对参与精准扶贫的思考与实践［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１２）：１０８－１１５．

［２０１７－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ｔｌ．ｇｏｖ．ｃｎ／ＮＳＴＬ／ｆａｃａｄｅ／ｎｅｗｓ／

ｎｅｗｓＩｎｆｏ．ｄｏ？ａｃｔ＝ｔｏ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１２４１４３．

［６７］ＮＳＴＬ召开新疆、西藏两区用户交流座谈会［ＥＢ／ＯＬ］．［２０１７－

０８－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ｓｔｌ．ｇｏｖ．ｃｎ／ＮＳＴＬ／ｆａｃａｄｅ／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Ｉｎ

ｆｏ．ｄｏ？ａｃｔ＝ｔｏ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１２５７２３．

［６８］赵丹丹，钱金良，杨娜，等．云南农业信息化服务“三农”新模

式［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１（２９）：１６２－１６６．

作者贡献说明：

刘宇：调研文献，设计研究模式与方案，进行论文撰写

与修订；

杨志萍：指导研究模式与方案的设计，在论文撰写和修

改过程中提供意见建议；

侯雪婷：协同调研和梳理文献，参与论文的撰写；

崔林蔚：协同调研文献，参与梳理分析工作；

陈漪红：协同调研文献，参与梳理分析工作；

陆颖：协同参与调研过程，并提供论文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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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期　要　目
□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以图书馆为中心到以用

户为中心的转型变革 （初景利　秦小燕）

□ 区块链技术及其对图书馆发展的变革性影响

（黄敏聪）

□ 基于Ｆｉｄｄｌｅｒ代理程序的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分析系统

的设计与应用 （陈广）

□ 基于开放同行评议的学者影响力评价研究———以

Ｆ１０００为例 （袁国华　寇晶晶　张建勇等）

□ 在线付费问答平台的用户付费模式及付费意愿研究

（李武　艾鹏亚　许耀心）

□ 科研机构名称归一化实现

（贾君枝　曾建勋　李捷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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