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文化

·1·
万方数据

公共文化

公共图书馆是我国重要的公益性社会文化宣传及教育

场所，具有文化传播和传承的社会职能。在新时代，公共

图书馆可以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来扩展教育范围，提升公

共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影响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了充分保障，越来越多的人

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旅游成为他们了解文化、放松心情的

主要休闲娱乐方式。将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传播与旅游行业

结合起来，能够推动两个行业的共同发展。

目前，已有部分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开始尝试文旅融合

发展，并在深度融合的情况下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效果。这

种模式不仅能够拓展文化的传播范围，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心，还能够有效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的繁荣。

一、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的意义

（一）丰富公共图书馆社会文化教育内容

在传统的公共图书馆经营过程中，宣传教育的内容更

多地偏向于文学作品或教辅类书籍。然而，这些内容只能

吸引特定的读者群体，并且缺乏普适性。单一化的内容也

会影响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教育效果以及社会职能的发挥。

通过文旅融合实践能够有效做到丰富公共图书馆社会文化

教育内容，其能够通过宣传教育有效宣扬地方旅游文化，

让更多的群众对地区有深入的了解，广泛的宣传能吸引游

客前往地区内进行旅游并了解文化，提高公共图书馆的人

流量，用丰富的馆藏资源来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教

育职能，推动公共图书馆的长久发展[1]。

（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在公共图书馆实施文旅融合的情况下，地方旅游文化

能得到良好的宣传。外地游客可以通过新媒体了解到地区

的旅游文化前来参观。这种做法可以促进旅游业的良性发

展，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比如，天津滨海图书馆被网友们称作最美图书馆之

一，图书馆的装修、装饰以白色调为主，具有极强的现代

气息。并且，其中藏书数量较多，具有多个功能区，在图

书馆中展示了天津的城市文化、人文文化、历史文化。有

许多游客前往成都市会去天津滨海图书馆中拍照“打卡”，

通过互联网平台加速天津滨海图书馆独特装饰、文化的

传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天津市了解地区文化或旅游 

“打卡”。

（三）拓展公共图书馆的教育范围

在推行文旅融合之前，公共图书馆的读者主要是本地

居民，文化宣传范围也局限在地区内部。而通过文旅融合

实践，公共图书馆可以将文化宣传覆盖更广的外地人群。

旅游文化可以吸引许多游客，使之成为公共图书馆的读

者，从而有效拓展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教育范围，增加读者

数量。在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公共图书馆还会不断优化自

身的基础设施，将图书馆发展为宜人的打卡地，将图书馆

引入景区、民宿、地铁等场所，进一步拓展公共图书馆的

影响力，让更多人通过公共图书馆了解文化信息和资讯，

拓宽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宣传范围。

二、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旅游融入的意识

很多公共图书馆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缺乏旅游融入意识

的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的效果。

由于公共图书馆属于公益性社会教育组织，缺少经济收

益，公共图书馆的经营状况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与模式思考

白　雪

（肥城市图书馆，山东　肥城　271600）

摘　要：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与渠道具有多样化特征。公共图书馆不再是人民群众获取信息资源的唯一场

所，这也让公共图书馆面临巨大的发展危机。因此，公共图书馆可以积极开拓文旅融合模式，利用地方文化与旅游产品来推

动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发挥，从而强化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实现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

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开拓“图书馆+”的发展模式，加强公共图书馆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开发创意性特色文创产品等方

式，推动文旅融合路径的可持续化发展。本文旨在探讨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的意义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公共图书

馆文旅融合实践与模式进行了分析，以期给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文旅融合　实践　模式　意义

DOI：10.12319/j.issn.2096-1200.2023.24.01



·2·

丝  路  视  野

万方数据

影响较小，导致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缺乏实际动力，很少

主动对创新道路进行深思。要实现文旅融合的发展，需要

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地方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并开拓出

全新的创新道路。这也意味着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

工作压力将会增加，因此部分馆员为了减轻压力，会忽视

文旅融合实践工作的落实。工作人员缺乏对旅游知识和地

方文化的专业性，也会导致旅游融入意识薄弱。

（二）对地方旅游元素的开发不够深入

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中，对地方旅游元素的开发

还不够深入。部分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在开展文旅融合项目

时，只是简单地提取了一些热门的旅游元素，忽视了对其

深层内涵的挖掘。同时，对地方资源的合理规划也存在不

足之处，导致文旅融合项目呈现表面化现象。实施文旅融

合需要公共图书馆加强对地方旅游文化的研究，发掘适合

打造亮点的文化内容，并以文化为核心构建全面化的文化

服务模式。

但是，一些地区公共图书馆在进行文旅融合实践的时

候都忽视了“全面化”这一观点，只做到了在公共图书馆设

立地方旅游文化资源阅读专区，这样的方式对地方旅游文

化的宣传范围较小，且没有做到将旅游元素亮点进行深入

开发，缺少吸引外地游客的内容，也会让公共图书馆文旅

融合的效果大打折扣[2]。

（三）文旅融合项目存在同质化现象

目前，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项目存在同质化现象。由

于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具有地

方特色和品牌效应的优质项目，一些地区在推进文旅融合

项目时倾向于模仿和借鉴他处成果的问题，使文旅主题的

吸引力被削弱。市场上出现的文旅融合项目同质化的现象

体现于项目主题、宣传方式、旅游特色、景点布置等多方

面，甚至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缺

少独特性与吸引力，局限了文旅融合项目的社会影响力提

升。这会使游客和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削弱文旅融合项目

的创新价值，降低对游客的吸引力。

例如，许多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馆、博物馆等合作推出

的文创产品，常常是镜子、扇子、书卷和挂饰等，这些类

型的产品本身就存在定式化现象，而在造型创作时，又会

参考类似文化主题的旅游地区，引发了同质化问题，会削

弱游客的购买欲望，影响文旅融合宣传的效果。

三、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与模式

（一）打造“图书馆+”的发展模式

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将图书馆的旅游文化宣传与其他

场景进行融合，探索全新的“图书馆+”发展模式，从而有

效强化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服务效果。这种发展模式能够让

本地读者和外地游客在其他场景中了解地方旅游文化，提

高对地方旅游文化的代入感。

同时，也能够让游客在碎片化时间里了解当地文化，

为游客提供旅行指引。这种方式是提高文旅融合实践效果

的有效措施。

1.“图书馆+民宿”模式

许多旅游地区都会在景区周边或地区内打造特色主题

民宿。这些民宿对外地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公共图书

馆与民宿之间的合作能够让所有前往民宿住宿的游客了解

地方文化，提高地方文化对游客的吸引力。

在民宿内进行文化宣传，有助于游客规划合理的旅行

路线，使他们在地区内的旅游经历更加丰富。民宿通常选

择现代化主题或与地方文化相关的主题，这些主题的营造

会增强游客了解相关文化的欲望。在民宿中设立图书角或

自助图书借阅机器，可以让游客在休息时了解地方文化，

丰富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服务形式。

2.“图书馆+地铁”模式

在地铁建设完善的城市中，地铁是群众出行的主要交

通工具之一。公共图书馆可在地铁站内设置智能书柜，让

乘坐地铁的群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注册个人信息来免

费借阅图书。在每个地铁站设立智能书柜，可以让乘客随

时借阅和归还图书，让乘客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了解地方文

化。很多游客在旅游的时候也会选用地铁作为交通工具，

在游客乘坐地铁前往目的地或是返回酒店的时候，都能够

在乘坐的过程中了解地方文化，对自身的旅途进行合理的

规划，为游客提供便捷[3]。

3.“图书馆+景区”模式

这种模式是将图书馆或小型阅览室建设在景区中，让

游客在观赏风景、休闲娱乐的同时了解地方文化。很多游

客前往景区游览都是被景区的风光和氛围所吸引，在前往

景区之前很少会对景区的文化底蕴进行深入了解。在景区

内设置图书馆可以满足游客了解文化的需求。此外，在游

览景区时，游客常常会感到疲劳，需要坐下休息。游客在

欣赏美景的同时，可以在书吧喝茶、喝咖啡、阅读书籍，

了解景区的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这既可以优化游客的旅

行体验，又能让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得到延伸。

（二）提升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

在信息化时代，公共图书馆需要不断提升信息服务水

平，建立在线信息资源系统，让读者能够通过在线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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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地方文化，丰富地方文化的传播渠道，让群众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了解地方特色的方式。在线文化宣传和信

息服务能够为读者提供便捷。即使没有纸质书籍，游客也

可以利用移动设备访问在线系统，自主检索并了解地方特

色文化，实现文化的良好传播。公共图书馆在发展信息服

务时，需要丰富自身的信息资源，以全面展示地方的旅游

资源，提高用户对地区的认知。

公共图书馆在建设信息服务平台时需要加强与其他文

旅单位的资源共享，包括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非遗

中心和旅游推广中心等。这些单位收集了特色文献，将资

源整合起来能够更清晰地阐述地方文化，为读者提供更好

的文化服务，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地方文旅融合的深度。

在线信息服务平台中应设立游客入口，为游客规划不同方

案的旅行路线，并清晰标注各个景区和游览特色，提高公

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并让游客更直观地了解不同景区和

地标的观赏意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游览地

点。线上信息服务平台还应设立在线咨询服务窗口，供游

客和当地居民与图书馆馆员、景区服务人员进行沟通交

流，了解景区的开放时间和文化底蕴，丰富公共图书馆的

服务渠道，让读者无须前往公共图书馆即可获得良好的文

化服务，满足现代群众的文化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文化 

服务[4]。

（三）加强公共图书馆的基础建设

加强公共图书馆的基础建设可以优化阅读环境，提高

公共图书馆的吸引力、参观人数和社会影响力。在公共图

书馆发展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以地方

文化为核心主题，打造主题化的图书馆，充分发挥地方特

色，打造与其他地区有差异性的图书馆。通过良好的宣

传，特色化的公共图书馆也可以发展成为网红打卡地、地

方特色旅游景点之一，吸引游客来借阅书籍或打卡，增加

图书馆的游客人数。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不仅要考

虑场馆的布局和区域规划，还要引入现代技术，如虚拟现

实（VR）体验和智能语音导览服务。这些技术可以让读者

获得智能化的参观体验。对于大众来说，VR体验是一项新

兴技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前往公共图书馆时，人们

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地方文化和景区的魅力，丰富公共图

书馆旅游文化的传播方式。

（四）开发特色化文创产品

开发特色化文创产品是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实践模式

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文创产品的开发不仅能为公共图

书馆创造销售经济效益，还能提升地区文化的宣传效果。

在开发特色化文创产品时，公共图书馆需要将地方文化融

入产品中，并进行差异化设计，以吸引游客购买。不能完

全模仿其他景区或地方的文旅产品。图书馆可以开展社会

性的文创设计稿件采集，对采纳了稿件的创作人进行设计

付费。这样既可以丰富文创产品的种类，又能集思广益，

打造出特色化、创意性的产品，突出公共图书馆与地方文

化的特色性质[5]。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是

新时代实现改革创新的机遇。在信息化时代，公共图书馆

面临着许多发展阻碍，很多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传播效

果和社会影响力不断降低。通过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可以

打造特色化公共图书馆，提高其对群众的吸引力，加强社

会文化传播效果。公共图书馆在实现文旅融合发展过程

中，需要多尝试不同的方式与路径，以找到最适合自身发

展的模式，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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