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科研管理 ｜ 2021 年第 7 期 教育探索

1. 引言

2018 年 3 月 13 日，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改革方案

的说明》中指出：组建文化和旅游部。2018 年 3 月 17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的决定。2018 年 3 月 20 日，文化和旅游部干部

大会在京召开，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文化和旅游部领导班子

任命的决定。2018 年 4 月 8 日，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正式

挂牌 [1]。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标志着文旅新一轮的融合正式

启动，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全新的体制保障，此

时公共图书馆也迈入了文旅融合的新时代。

2. 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合中的定位

文旅融合，不是文化和旅游产业职能、人员、资源等在

表面上的简单合并，而是文化和旅游产业以及两者要素之间

的相互交叉、渗透、整合，逐步打破原有的产业边界，在工

作思路、工作内容、服务形式上有实质的创新与提升。

2.1 立足文化，做好融合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

机构，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在文旅融

合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要立足已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在服

务中融入旅游的元素，用旅游资源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与形式，实现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有机融合和有效管理，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发展。

2.2 以读者为主，广泛吸收游客

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广大游客是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的

潜在读者，公共图书馆借助有特色的图书馆建筑、丰富的馆

藏资源、有趣的文创产品等，吸引游客进馆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做到以读者为主，广泛吸收游客，可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

覆盖面，让更多人受益。

2.3 文旅融合，文旅共赢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公共图书馆是城

市的文化符号，拥有多载体的旅游文化资源。文旅融合，促进

文化和旅游的相辅相成，公共图书馆利用自身优势，丰富城市

旅游的文化内涵，让旅游更具价值和深度，为旅游产业提供发

展的内在动力，旅游能通过产业化、市场化手段，增强文化推

广的体验感和新鲜感，让更多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发挥作用。

文旅融合可以有效促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实现文旅共赢。

3.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现状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统一，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文旅融合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文旅融合的理论，为文旅融合的理论和实践增添新注脚，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脚步不断向前。

3.1 理论研究

我国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合方面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成

果，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关于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学术研究

成果，发现截止至 2020 年 9 月底，已有论文约 150 篇，发表

在核心期刊的约 60 篇，笔者对论文进行研读，了解国内图书

馆在文化和旅游业整合方面的当前实际经验。王世伟在《关

于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思考》[1] 一文中，阐述了国内外

图书馆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并探讨了新思想，新

机制，新路线的三个维度，提出如何实现公共图书馆文化旅

游的深度融合；《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创新模式和发展

路径研究》的作者双林平 [2]，总结了国内外图书馆文化旅游的

现状，分析并总结了图书馆参与文化旅游整合的重要性，并

提出了参与文旅融合中的图书馆的实用方法和发展路径；鄢

莹在《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的典型实践与分析》[3] 中通过分析

研究旅游，民宿图书馆，互联网著名网红图书馆文化旅游实

践的实例，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共图书馆需要处理公

共图书馆公益与商业，基本服务和推广服务之间的基本关系”

的观点；陆路和秦升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创新发展——以陕西省图书馆“智能文化云地标”的建设

实践为例》[4] 中，基于陕西省基于数字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融合

的服务，首先系统分析了陕西省图书馆“智能文化云地标”

建设的时代和技术背景，从相关项目执行的主要过程以及路

径和关键特征，未来展望，新技术的应用和确保体制机制的

系统性介绍了“智能文化云地标”建设的创新执行。总体而言，

图书馆行业正在积极开展整合图书馆文化与旅游业的实践，

并通过总结相关经验向行业同行提供参考和经验总结。

3.2 实践工作

目前，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公共图书馆在馆

舍建设、阅读推广活动、文创产品、餐吧等方面均进行了不

少关于文旅融合的尝试。

食。目前，不少特色图书馆都设置了餐饮区、咖啡吧等，

让读者在品味书香的同时，可以满足口腹之欲，为脑袋和肚

子提供美味食粮。

住。国家图书馆在北京国图宾馆的走廊设置书架，放置

图书供市民、游客阅读，青田县图书馆将图书馆嵌入民宿中，

让游客在休息时间，可以翻开书本，享受惬意阅读时光。

行。很多图书馆通过在馆内开展参观、游览活动的形式，

将旅游的“行”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安徽省图书馆开展的“我

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服务的思考

谢洁华
（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180）

摘  要：文旅融合，不是文化和旅游机构的简单合并，是两者与两者要素间有机的交叉、整合、融合。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

标志着文旅融合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文旅融合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如何应时代浪潮，创新文旅融合实践和

研究，需要图书馆人不断进行思考与总结。本文以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为例，从“图书馆 +”与“互联网 +”两个角度切入，

对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服务进行探索、研究，为公共图书馆进行文旅融合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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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的祖国——安图文化研学一日营”活动，在文旅深度融

合的新背景下，更好地发挥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游。闻名海内外的网红馆——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在

建筑设计上因独具特色的“滨海之眼”和“书山”，成为众

多游客打卡热门点。

购。重庆图书馆根据该馆发展历史和特色设计出品的纪

念邮票、纪念印章等，深受市民、游客喜爱。

娱。很多图书馆都在馆内设置了展览区、活动区、亲子区、

休闲区等服务功能区，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4. 公共图书馆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服务实践

公共图书馆关于文旅融合的实践很多，笔者将以广州市

越秀区图书馆（以下简称越秀区图书馆）为例，分析、介绍

该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服务实践。

越秀区图书馆着力编织文旅融合线上、线下全方位的服

务网络，线下，打造“图书馆 +”模式，通过将图书馆打造成“网

红打卡点”、把图书馆和图书馆服务带进景区等多种形式，

进行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拓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新

思路；线上，打造“互联网 +”模式，利用互联网，打破时间、

空间限制，为市民、游客提供线上旅游栏目体验、地方文献

旅游电子资源阅读、旅游景点 VR 体验等服务，丰富市民、

读者的文旅融合体验。

4.1“图书馆 +”

4.1.1 图书馆 + 文物建筑

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地处海珠广场片区，靠近珠江

夜游省总码头，位于长堤金融街入口，其馆舍永安堂（建于

1937 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是有“万金油大王”之称

的胡文虎于上世纪 30 年代在国内生产和经销虎标万金油的场

所。2019 年 11 月，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完成改造，正式

对外开放，兼具文物风貌与图书馆功能的“儿童阅读乐园”，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目光。到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不仅可以阅读，还可以参观文物建筑，感受历史建筑与现代

阅读共融的魅力。参观完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市民、游

客可以到馆外的海珠广场、金融街散步，还可以在省总码头

坐船，游玩珠江。图书馆 + 文物建筑，利用丰富的自然和人

文资源，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层次、互动式的文化、旅游服务，

为公共文化事业和旅游业的升级注入新活力，实现文化旅游

资源的价值。

4.1.2 图书馆 + 书店

越秀区图书馆四阅分馆是越秀区图书馆与广东新华发行

集团合作在四阅书店内共建的，该馆环境优雅，业态多元，

集图书馆、书店、咖啡吧、花店、文创集市于一身，一开馆

马上被网友称为“最美网红图书馆”，吸引很多人前来打卡。

除了拥有高颜值外，该馆还拥有高品质服务，365 天不闭馆，

长期开展“你选书 我买单”活动，让市民、游客乘兴而来，

尽兴而归，凭借其高颜值、高内涵，越秀区图书馆四阅分馆

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十大“最美粤读空间”。

4.1.3 图书馆 + 景区

越秀区图书馆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委员会合作

在位于国家 4A 景区北京路文化旅游区的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共建越秀区味道图书馆。该图书馆以粤菜文化为特色，设置

粤菜文化专题书架、粤菜文化展示区、3D 美食创意场景区和

互动体验区等粤菜文化特色服务功能区，利用文献、展览、

3D 模型、食物多种载体，让市民、游客通过视觉、味觉、触

觉感受粤菜文化之美；同时该馆专门设置临街落地窗，打造

休闲阅览区，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与北京路步行街的自

然风景、人文风景对话。在景区内建设图书馆，挖掘北京路

文化旅游区的人文资源，将“诗与远方”紧密结合在一起，

既能提高景区的文化内涵，又能增加文化推广的窗口、丰富

文化产品的供给方式，让市民、游客在游览千年古道、感受

广府建筑特色的同时，可以在书海中小憩，欣赏书香氤氲的

人文风景，感受慢阅读的乐趣，享受文化与旅游事业的繁荣

发展的成果。

4.1.4 图书馆 + 公交站点

越秀区图书馆德安社区分馆，是越秀区图书馆与东山街、

广州市公用公交站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公交站场共建

的社区分馆，该馆设在公交站场且靠近居民区，人流量大，

准备外出的市民和游客，可以在候车的时间，走进图书馆，

看看书，补充精神食粮，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去开启新的

旅程、新的征程，还可以直接带上一本书，开启旅途阅读，

为旅途增加书香气息。

4.1.5 图书馆 + 景区群

为充分发挥越秀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挖掘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越秀区图书馆与管辖越秀区红色革

命遗址的单位合作在红色革命遗址内建设红色文化主题社区分

馆，在红色景点内建设红色文化主题图书馆，利用红色文化将

区内的红色景点串联起来，形成规模效应，大力推广红色旅游

文化资源，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深刻的爱国主

义教育，创新公共图书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的形式。

4.1.6 图书馆 + 活动

阅读推广活动，是文旅融合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越秀区

图书馆的品牌活动——行走·阅图，至今已开展到第九季，

活动通过“走读”的方式，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把书读活、

读透、读深，通过阅读，让市民、游客发现城市的多面、多

维与深度，不断构建自身对于城市文化的认知力和感知力。

除了开展“阅读 + 旅游”的阅读推广活动，越秀区图书馆还

将活动直接带进旅游盛会中。广府庙会是广州市越秀区每年

在农历正月十五至正月廿一开展的传统庙会，是广府民俗文

化特色活动品牌，每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游客前来参

与。2019 年，越秀区图书馆在广府庙会现场开展“创客匠心 

中轴文韵”——越秀区创新科技普及推广活动，借助旅游盛

会的超大平台，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展示广州传统中轴线

相关的电子资源、宣传片、3D 全景模型、沙盘模型、VR 资源等，

推广广府文化旅游资源，传承广府文化基因。

4.1.7  图书馆 + 文创产品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向文化部等部门下达了《关

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

通知指出：“我们必须充分调动文化和文物部门的热情，具

备条件的单位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依托于收藏资源，

图像品牌，展览和主题活动和人才团队等要素，必须积极稳

定地促进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的传递和

合理利用。”，越秀区图书馆致力于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

源并添加具有独特功能的文化创意产品，例如设计签字笔和

笔记本、书签、书板、环保袋、衣服等。以及在旅游工艺设

（下转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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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总之，天气雷达在强降雨、冰雹、大风、龙卷以及雷暴

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业务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

天气雷达在长期运行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电磁干扰问题，从

而影响到测报与预报业务的高效高质量开展。所以，工作人

员应加强天气雷达电磁干扰原因的分析与排除方法的探究，

以有效降低雷达电磁干扰出现几率，保障天气雷达的稳定运

行，提升天气雷达观测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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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加入文化元素，开发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旅游产品和纪念

品，丰富文化旅游创意产品，有效促进文化资源和旅游业的

跨界整合，丰富图书馆的文化，使图书馆旅游资源生机勃勃，

加强图书馆的宣传并提高其知名度。

4.2“互联网 +”

4.2.1 互联网 + 网站 / 微信

越秀区图书馆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开设“云阅游”

栏目，收集旅游文化相关的电子资源，介绍国内外旅游景点

的特色、趣闻、历史故事等，一方面，该栏目能让读者足不

出户，就游遍世界；另一方面，该栏目也能充当读者的线上“导

游”，让读者在旅游的时候，可以实时查看有关旅游地的资

料，享受免费“导游”服务，能高效地品尝到当地的地道美食，

欣赏当地知名的景点。

4.2.2 互联网 + 地方文献数据库

越秀区图书馆建设“越秀地方文献数据库”，收藏包括

越秀概况、教育强区、古城商都发祥地、文化艺术、人物荟萃、

越秀图片库、剪报库、地方文献书目等相关主题的电子资源，

从历史、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反映越秀地区的建设成果

及城区风貌，让广大市民、游客可通过网站、手机客户端查

阅相关资源，感受越秀本土的文化风情，激发市民、游客游

览越秀的兴趣与热情。

4.2.3 互联网 + 宣传视频

2020 年，越秀区图书馆启动“开卷读越秀 共塑阅读圈”

活动，邀请各街道分馆的读者代表录制关于街道分馆所在街

道故事的视频等，考虑到市民、游客的需求，活动部分视频

是在区内的旅游景点拍摄，在线上带领市民、游客云游景点，

感受景点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该系列视

频除了在越秀区图书馆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展播外，还被“学

习强国”平台采用并播放，为更多党员、群众提供精神文化。

4.2.4 互联网 +VR

2019 年，越秀区图书馆进行“线上 VR 中轴线”制作，

用 VR 虚拟技术现实构建广州传统中轴线 3D 全景模型，让市

民、游客身临其境，领略广州传统中轴线范围内中山纪念堂、

镇海楼、南越国宫署遗址、怀圣寺光塔、光孝寺、圣心大教堂、

广州解放纪念像等数十个重要文物景点的风貌，让广州传统

中轴线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有效活化利用，让更多市民、游客

走近广州传统中轴线，感受广州古城文化及地方特色。

5. 结语

公共图书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借助文旅融合的

契机，公共图书馆可乘风而起，助力文化事业旅游资源的开发、

利用、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事业有效协同发展，不断扩大

全民阅读格局，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贡献力

量。另外，公共图书馆在促进文旅融合的工作深度、广度、宽度、

灵活度等方面还有待不断提升，这方面可不断学习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不断丰富嵌入旅游全过程的阅读场景如

沙滩场景阅读、民宿场景阅读、祠堂场景阅读、地铁场景阅

读等，让游客觉得游有所得、游有所获；在具备知识性、教

育性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活动的时尚性、

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娱乐性；不断主动对接游客的旅

游审美需求、旅游创作需求、旅游竞技需求、旅游民俗体验

需求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旅需求，提高广大游客的文旅生

活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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