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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持续振兴的精神动力。基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思路，山东省平度市开展

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行走的书箱”项目，探索乡村阅读推广新路径。文章介绍“行走的书箱”

项目实践背景、实践举措和实践成效，并对这一具有“平度”特色的乡村阅读推广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进

行展望。 
 
关键词 

行走的书箱，乡村振兴，文化振兴，阅读推广 
 

 

Analysis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Reading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Reform 
—Taking the “Walking Book Box” in Pingdu City as an Example 

Haiyan Zhao, Yanyan Zhang, Yeyao Song 
Library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Received: Jan. 13th, 2025; accepted: Apr. 30th, 2025; published: May 9th, 2025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serves as the spiritual impetu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ingdu City, Shan-
dong Province, has launched the “Walking Book Box” project, which is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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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s social forces, to explore new paths for promoting rural reading.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meas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Walking Book Box” project’s practice,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rural reading promotion project with Pingdu char-
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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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需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

持续振兴的精神动力。在繁荣兴盛乡村文化的过程中，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大以阅读

推广为代表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改善农民精神面貌，焕发乡村文明气象，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应有

之义。山东省平度市为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开展“行走的书箱”项目，探索乡村阅读推广的路径和方法。

本文介绍“行走的书箱”项目的实践背景、实践举措和实践成效，并对这一具有“平度”特色的乡村阅读

推广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展望。 

2. 乡村阅读现状分析 

2.1. 乡村阅读政策现状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要求，部署“乡村振兴”重要战略[1]。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颁布，明确提出要“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2]；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其中第七篇着意从三个方面规划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加强农村思想道

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3]，乡村文化振兴势在必行。上述政策虽非专为推

广乡村阅读而出台，但包涵了发展乡村阅读的有关举措，可为乡村阅读的发展营造良性的政策环境。 

2.2. 乡村阅读设施现状 

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2008 年，“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全面开展，旨在通过建设乡村文化“加油

站”、加大图书资源供应的方式促进广大农民阅读习惯的养成、精神生活的丰富、文化环境的改善。各

地以“农家书屋”为基地，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营造了良好的乡村阅读氛围与环境，如浙江省

平湖市以农家书屋为基地组建农民读书会[4]，广西省百色市农家书屋探索“资金 + 资源 + 管理 + 服
务”的综合保障措施[5]，为乡村阅读推广探索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但据调查显示，农家书屋存在布

局过密、资源配置格式化、资源供给形式和内容与农民需求错位、管理消极、服务低效等问题[6]，严重

制约农家书屋作用的发挥。 

2.3. 乡村阅读主体现状 

乡村振兴战略发布实施后，乡村逐步构建、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村阅读服务投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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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针对上述现状，王虹[7]认为应该重视审视乡村阅读主体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内在

贫困，加强对乡村居民阅读的教育、引导和激励，提升乡村居民阅读素养，促进乡村居民阅读能力转化；

岳景艳[8]在调研的基础上剖析农民阅读文化困惑，认为农民阅读文化具有观念文化迷茫、物态文化模糊、

行为文化局限、制度文化失范等特点；王春梅[9]对乡村居民阅读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乡村居民对

于阅读的意义高度认可，但也存在阅读意识淡薄、阅读意愿低、阅读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由此可见，目

前乡村阅读外在服务形式多元丰富，但是乡村阅读主体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亟需加强重视，以重塑良

好的阅读生态文化。 

3. “行走的书箱”项目的现实背景和实践举措 

3.1. 现实背景 

3.1.1. 文化特色资源优厚 
“平度”历史悠久，作为县名已有 2200 多年，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底蕴深厚，有“田单大摆火牛阵”

的历史典故，有天柱山魏碑、六曲山汉王陵遗址等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有中共平度“一大”会址、中共平

度第一个党支部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优厚文化资源需传承和创新。 

3.1.2. 新兴农业资源优势突出 
平度作为山东省面积最大、隶属于青岛且陆地面积约占青岛市 1/3 的县级市，所辖村庄 1791 个，农

业资源禀赋，是全国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7 年获批山东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云

山樱桃、明村西瓜、大泽山葡萄、马家沟芹菜等农村特色产业需文旅融合助推以获得更好生产力和更高

知名度。 

3.1.3. 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齐全，管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2008 年初，平度市制定《平度市农家书屋建设管理办法》，通过建章立制、明确管理、服务要求等

方式确保农家书屋有限运转，截至 2020 年，平度市共有 1871 处各类文化机构，其中村(社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 1823 处[10]。但随着农民物质生活富裕、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农家书屋“只挂

牌、不开门”、人员兼职管理、活动载体单一、宣传推广消极的管理服务方式无法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农家书屋管理服务方式的改革势在必行。2014 年，青岛市出台《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的实施意见》，2017 年，青岛市发布《青岛市进一步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实施方案》，一系列政

策文件的出台为平度市农家书屋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引导和支持。 

3.2. 实践举措 

3.2.1. 政府主导，重视社会力量，打造乡村阅读推广“试验田” 
2017 年，平度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青岛快乐沙爱心帮扶中心(以下简称“快乐沙”)在

旧店镇试点开展文化扶贫项目——“行走的书箱”，试点实践成效显著，2018 年在平度市全面铺开。“行

走的书箱”项目实行“政府搭台、社会力量唱戏”的运行模式，项目的主导方为平度市政府，主要是原平

度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平度市教育局和旧店镇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前期明确需求、中期经费支持、后期

验收评审，自 2017 年项目试点至 2019 年，平度市政府共计为项目运行提供 500 余万元经费支持，满足

项目运行所需书箱配置费用和图书采购经费需求。项目运行方主要为社会力量，以“快乐沙”为主、平

度市图书馆和“微笑彩虹”阅读志愿者服务队协同运行，主要负责项目的需求调研、领读人培训、图书

资源采选配置等事项。平度市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探索乡村阅读推广的途径和方法，建设阅读

风尚，营造阅读氛围，打造了乡村阅读推广的“试验田”。在文化领域，政府转变工作思路，实行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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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文化资源的供给方转变为需求方，以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通过“政策 + 财政”双重动力

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快乐沙”作为爱心公益组织，致力于阅读推广服务，2015 年起

运营青岛市李沧区“悦读书房”项目，具有阅读服务方面的优势，能够通过实践调研、活动创新、内容丰

富等途径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政府的文化提供需求与社会力量文化供给满足完美匹配。 

3.2.2. 乡贤领读，发挥志愿者作用，培育乡村阅读推广“主力军” 
为了确保“行走的书箱”项目顺利落地和后期可持续发展，项目在实施前和运营中，非常重视阅读

推广“领读人”的培训和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领读人”，作为书箱的保管、回收者，图书的登记、借

阅、领读、讲解者，要有思想道德方面的优势和为家乡谋发展的乡土情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生态和传

统习俗，还要具有新知识、新技能和新文化视野，这样才能发挥自身灯塔式的引领作用，给农民指明阅

读的方向，因此，“领读人”的选择、培训非常关键。“行走的书箱”项目领读人的目标人选主要是“新

乡贤”：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农村党员以及以知识技能留守扎根农村的人，通过培训调动他们的参

与热情、鼓舞他们参与的士气。随着项目的逐步推进，多支志愿者队伍相继加入，与“领读人”共同组成

乡村阅读推广的“主力军”。“主力军”不计辛劳、不计报酬地在邻里乡间、田野地头领读推广，乡村阅

读这个死结一点点被打开，农民的阅读兴趣在增强、阅读能力在提高，阅读之风在农村蔚然形成。 

3.2.3. 分众推广，重视因地制宜，开辟乡村阅读推广“联络站” 
当下的乡村，阅读资源稀缺、阅读氛围稀薄、阅读文化稀释，加之智能手机、电脑网络对空闲时间

的大幅侵入，成人农民阅读相对贫乏。相较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缺少的不只是优质图书资源，更是阅

读榜样对于自身的言传和身教。“行走的书箱”项目实施之前，分别针对村民和学生的阅读需求进行问

卷调研，摸清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并聘请阅读推广方面的专家针对需求推荐图书。“行走的书箱”项

目配置的书箱分为红、黄、蓝三种颜色，每个书箱放置 10 册图书，针对农民成人和学生的不同需求，以

村庄和学区为单元分两条腿走路。在书箱数量配置方面，每个村庄配置一个书箱，每个学区按照班级学

生数量不同配置 3~6 个书箱；在图书内容配置方面，村庄和学校配备的图书种类不同，具体配置内容见

表 1；在图书借阅周期方面，村庄和学校的图书借阅周期均为 3 个月。“领读人”队伍“无缝隙”、“零

距离”全面持久的推广阅读，逐渐成为乡村阅读的流动站点和新时代农民阅读资源交流的“联络站”。 
 

Table 1. Description diagram of book configuration content in book box  
表 1. 书箱图书配置内容说明图 

行走区域 
书籍颜色 村庄 学校 

红色 文学类 少儿读物 

黄色 科技类 科技类读物 

蓝色 家庭营养类 文学读物 

3.2.4. 融合创新，借助媒体宣传，建立乡村阅读推广“新品牌” 
“行走的书箱”项目着眼于平度市农村阅读实际情况，融合政府、社会力量、村庄、学校、志愿者等

多元主体力量，以联合运作的模式通过领读人行走的服务方式创新乡村阅读推广，先后获得山东省四个

一百“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全国图书馆文化扶贫乡村振兴案例三等奖。传播方式上，整合传播路径，充

分发挥媒体优势，多渠道宣传推广，让“行走的书箱”项目走出平度，打造品牌式项目。分批次邀请知名

作家“进校园、进乡村”，吸引作家、阅读推广界专家学者的注意和点评，“行走的书箱”项目经由作家

这个信息“点”向更大范围的受众“面”传播。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优势，多向立体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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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书箱”项目，新华社《高管信息·山东》《光明日报》、央广网等多家媒体分别以《平度传统文

化志愿活动亮点纷呈》《“行走的书箱”激发乡村阅读力》《青岛平度：“行走的书箱”打通乡村阅读最

后一公里》等为题予以推介。2018 年 12 月 7 日，首届乡村阅读推广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人民日报出

版社和山东青岛平度市人民政府主办，100 多名与会嘉宾以“行走的书箱”为样板探讨乡村阅读，进一步

扩大项目的知晓度和影响力。 

3.3. 成效分析 

3.3.1. 服务数据引人注目 
“行走的书箱”项目重视开展“领读人”志愿者服务培训。2017 年项目伊始，负责人林风谦发挥组

织工作特长，以小班额形式举办 39 场次培训，共计培训 401 位领读人，建立起阅读推广“领读人”队伍。

为达成招募、培训 100 名“镇级百姓宣讲员”的顶端设计，此后每年志愿者培训工作常规性举办，并进

行“十大阅读推广人”等评选活动，激励“领读人”的热情和参与积极性。截至 2019 年底，志愿者累计

志愿服务时长达 600 小时，累计志愿服务群众达 50,000 人次[11]。 

3.3.2. 打造乡村阅读氛围 
“行走的书箱”项目领读人利用现代的通讯手段，建立阅读推广“微信工作群”[12]，发布阅读推广

消息、展示村民阅读状态和阅读成果。微信工作群运营以来，领读人、村民、学生将自己的诗歌创作、读

书照片发布在群里，以榜样的示范力量建设阅读的良好氛围，小小微信群发挥了阅读推广的大作用。 

3.3.3. 培育乡村文明乡风 
“行走的书箱”通过领读人的行走送图书下乡，并联合新华书店举办“你购书，我买单”活动，创办

乡村阅读大课堂，举办平度市农民读书节，以书箱为载体，扶贫先扶志，引领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文明

乡风建设，增强乡村文化力量，补足乡村文化短板，探索了一条现实而且可行的以阅读推广促进乡村文

化振兴的路子。 

4. 乡村阅读推广可持续发展展望 

4.1. 乡村阅读推广要夯实阅读设施，注重多渠道阅读资源配置 

乡村阅读推广要得到可持续健康发展，阅读设施的建设整合、阅读资源的丰富和易获得感是两个必

备性前提条件。 
阅读设施方面，最重要的是建设和完善图书馆总分馆机制，将农家书屋纳入县市级图书馆总分馆管

理服务体系。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农家书屋保有量已达 58.7 万家，图书配送册数超 11 亿册[13]，
但屋均图书拥有量不到 2000 册，且上级部门统一配送的图书资源可选择性和更新不足。为了实现资源整

合和城乡均衡发展，各级政府要认真调研区域内农家书屋布局状况，了解农家书屋管理现状，将农家书

屋纳入总分馆管理体系，明确农家书屋的管理职责、设置规范和监督考核，通过图书资源的共建共享、

管理服务的对接满足、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元，管理好、维护好、使用好农家书屋，焕发农家书屋生命力，

增强其便民利民属性，让农家书屋成为更具针对性和服务性的村镇公共文化中心。 
阅读资源方面，除要满足基本的每年每个农家书屋 2000 元配额的图书采购资金外，还要格外关注阅

读资源的丰富度、适配性、平等性和易获得感。首先，阅读资源要丰富，乡村阅读推广的目标受众，从年

龄层次来看，有老中青之别，从阅读内容来看，有文学、科技、家庭教育、营养搭配之别，阅读资源要在

数量和内容上尽可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村民需求。其次，阅读资源适配率要高，了

解当地产业发展特色，摸清农家书屋主力阅读群体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建设具有本村特色的阅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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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如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源村针对农家书屋的主要读者为桃农群体，重点配备桃树种植方面

的图书和音像资料，开展桃文化读书活动，深受欢迎；再次，乡村阅读推广须兼顾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

体现图书馆平等性的服务宗旨。范并思[14]指出面向特殊人群的阅读推广在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中非

常重要。乡村阅读推广，要兼顾村民中的文盲或半文盲、身体或者认知存在障碍、年龄或者生活受到限

制等特殊人群，配置适应其生活现状、接受能力、感知水平的文献资源；最后，阅读资源要注重阅读载

体的时代发展性。当下的中国，网络、电脑、手机在农村的应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在“机不离手”的当

前社会态势下，电子资源对村民的阅读吸引力和感召力相对更强一些，乡村阅读推广要注重资源转型，

加大数字化平台建设，有针对性地提供电子阅读资源，增强传播的速度和效率，满足资源获得便利性的

需求。 

4.2. 乡村阅读推广要切合当地实际，突出乡村文化发展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

现农村特点，注重乡土味道，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15]。目前，我国阅读推广的主要阵地是城

市，阅读推广的经验模式主要来自城市，而农民由于生产劳作方式、生活环境、社会交往、阅读能力和

水平有异于城市居民，阅读推广路径不能简单复制，必须在认真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把握农民阅读的独特

性，让乡村阅读推广突出乡村文化发展特色。 
层次上，乡村阅读推广要契合乡村文化需求，尊重农民文化层次和社会活跃度低于城市居民的客观

现实，在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满足农民通俗性读物的阅读倾向需求，对于农民需要而技

术理性又较强的专业类图书采取大白话或“以听代看”的阅读推广方式，既要让农民看得懂也要让农民

愿意看。内容上，乡村阅读推广要契合乡村文化需求，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围绕农耕劳作进行，以“农”

而立，应为“农”而兴，阅读推广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紧密结合农民的实际需求，让农民在了解党和国

家政策的前提下，学习新的农业种、养、产技术，了解新时代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让内容对口的资源打

开乡村阅读的结，夯实乡村智力保障，培养乡村振兴储备人才。群体上，乡村阅读推广考虑目标受众的

年龄因素，目前的乡村以留守老人儿童为主，年轻人大多外出学习或工作就业，儿童早期阅读对于未来

阅读和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已被多项研究证实，而老人由于休闲保健、抚育下一代等需求，阅读积极性很

高，相比年轻人，老人儿童阅读的时间和数量相对较多，乡村阅读推广要从年龄层面考虑老人儿童的实

际需求。特色上，乡村阅读推广要尊重特色和历史传承，乡村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是在历史进程

中固定和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至今仍在很多地区留存并在部分农民的思想和行为上留有印记，乡村阅

读推广要尊重乡村特色文化，并引导乡村特色文化的发展方向，使地方特色文化得到传承、推广。 

4.3. 乡村阅读推广要注重创新性发展，增强乡村文化转化力 

乡村阅读不是为了推广而推广，而是以更高层次的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振兴为导向。文化是经济发

展的强劲动力，对乡村经济具有引导、支撑和推动作用，乡村阅读推广提供阅读资源、创设阅读环境、

培养阅读氛围，提升村民文化自信，转变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筑牢乡村振兴的文化之“魂”。乡村阅读推

广具有与教育相似的功能，以阅读资源、课堂讲座等方式间接介入乡村教育，增加儿童与优质阅读资源

的接触率，拓展儿童视野，丰富儿童眼界，让儿童成长过程刻下“阅读有益成长”、“知识就是力量”的

印记，促进儿童的终身教育和发展。乡贤领读，引导村民“见贤思齐”，崇尚贤德，模仿学习榜样行为，

潜移默化中发挥激励作用，实现乡村阅读推广文化价值转化效应。乡村阅读推广不但能够转化为文化价

值和教育价值，还具有较强的经济价值转化力。乡村产业发展，既需要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更需要激

发村民发展渴求，萌发内生动力，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融合发展“农产品+”的农业产业新形态，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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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理念、发展技术和服务意识需要由具有生产技术、掌握法律政策、了解市场形势、熟悉营销渠

道的村民来主导，新型知识型农民素养的养成离不开阅读。 

5. 结束语 

“行走的书箱”项目是乡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思路下阅读推广路径的积极探索，提高了农民文化自信，

培养了乡村阅读氛围，均衡了全民阅读发展，获得广泛赞誉，对于其他乡村地区阅读推广具有积极的参

考价值，对于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现实的

路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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