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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合实际统筹做好牧区

公共阅读推广工作的思忖
—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为例

图门巴雅尔

（阿巴嘎旗图书馆 别力古台镇 011400）

【摘要】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几位老专家的回信，对新时代全民阅读及图书馆事

业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激发了基层群众对图书事业的热爱。牧区公共阅读推广工作是内蒙古基层公共

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为例，就基层公共图书馆如何贯彻落实好

总书记“回信”精神，结合当地实际统筹做好牧区公共阅读推广工作提出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公共阅读推广；牧区；措施

2006年，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等 11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倡

议，通过循序渐进的持续推进，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内容[1]。2018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

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从此全民阅读被纳入法制化轨道[2]。2019年 9月，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几位老专家的《回信》[3]，对新时代全民阅读及图书馆事业指

明了方向，极大地激发了基层群众对图书事业的热爱。牧区公共阅读推广工作是内蒙古公

共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下面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为例，就内蒙古基层公共图

书馆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回信》精神，结合实际统筹做好牧区公共阅读推广工作谈谈个

人观点。不妥之处请各位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1，阿巴嘎旗图书文化发展基本情况

中华民族图书文化源远流长，不同地域各具特色、底蕴深厚。阿巴嘎旗地处祖国北疆，

是一个纯牧业旗。全旗土地总面积 2.75万平方公里，下辖 3个镇、4 个苏木、71 个牧业

嘎查（村）、4个社区。北与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 175公里，东邻东乌珠穆沁旗和锡林

浩特市、南与正蓝旗、西与苏尼特左旗毗连。2022年末，全旗户籍总人口 4.05万人，其

中：蒙古族人口占 50%以上。阿巴嘎旗是由一个古老的部落—成吉思汗分封的东道诸王之

一别里古台大王“兀鲁思”演变而来[4]。“阿巴嘎”系蒙古语，汉语“叔叔”之意。因“兀

鲁思”首领别里古台为元太祖成吉思汗同父异母弟，对成吉思汗儿女当作叔叔，所以别里

古台后裔将自己“兀鲁思”命名为“阿巴嘎（阿巴哈纳尔）”部[5]。

1.1阿巴嘎部与图书文化的历史渊源。阿巴嘎部落先祖别里古台，是著名的历史人物。

据《元史》记载，《天性纯厚，明敏多智略……尝立为国相，又长扎鲁火赤，别授之印……》
[6]。这里的“扎鲁火赤”（断事官，又译作“断公事官”）一职，《不止是司法官，而是“总

C
h

in
aX

iv
:2

02
40

5.
00

06
0v

1



2

裁庶政”，全面负责户籍、赋敛、狱讼和监察的中央执政长官》[7]。据史书记载当时已经开

始使用回鹘式蒙古文，担任这样要职的别里古台，处理政务应当熟练掌握蒙古文字。《元

史•别里古台传》，记载别里古台重孙塔出为《性温厚，谦恭好学，通经史……》[8]。以上

记载，可以看出阿巴嘎部的祖先距今 800年前已经使用文字，而且逐步达到“通经史”的

水平。接下来，我们在再看看元朝以后历史时期阿巴嘎部与图书文化方面的几个例子。

著名历史人物朝克图台吉母亲是阿巴嘎部的公主。因朝克图台吉父亲早年去世，抚养、

教育儿子的重任担负在被封为“青太后哈屯”的这位母亲身上。1618年，这位母亲与儿

子朝克图台吉一同《派人到今呼和浩特提请著名的绰尔济固什蒙译了〈米拉日巴传〉》[9]。

苏联蒙古学家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曾称赞朝克图台吉母亲说：《10世纪藏族著名诗人米

拉日巴传，提醒人们达到目标需要克服多么大的艰辛和苦难，为应对即将来临的风浪，人

们必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在藏族文学大海里选择这部著作委托他人进行翻译，这向我们

揭示了青太后哈屯（指朝克图台吉母亲—引者）广阔的眼界和远大目标》[10]。在 17—19

世纪，阿巴哈纳尔右旗莫日根绰尔济洛桑却恩斤等 17位喇嘛学者先后参加了佛教经典—

《甘珠尔》和《丹朱尔》的翻译工作[11]。近代著名蒙古语言学家拉木苏荣（1852—1913），

1903年将他所著《详解蒙古文文法原理金鉴》（简称《金鉴》）由阿巴嘎右旗昌图庙（今

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所在地）木刻版印刷厂印刷出版[12]。拉木苏荣的这部著作对普及蒙古

文字和规范蒙古文字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金鉴》成了科研单位和大

专院校研究蒙古文的珍贵古籍文献。《金鉴》诸多版本及手抄本现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苏尼特左旗档案局。从以上介绍，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巴嘎旗图书文化的悠久脉络和概况。

1.2 阿巴嘎旗当代牧民的图书情结。新中国成立以后，阿巴嘎旗与其它地方一同迎来

了图书事业崭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文化生活产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极大地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近 20多年来，阿巴嘎旗牧民自发组织的丰富多彩图书文

化活动，印证了牧区图书文化传承发展的良好态势。下面举几个例子：一是，牧民创办的

“草原书屋”，先后 8次获得国家级荣誉。阿巴嘎旗牧民道•图门巴雅尔，1996自己出资

购买部分图书，创办了内蒙古首家草原书屋。经过近 30年的不懈努力，他的“布仁唐斯

嘎书屋”（以他儿子和女儿名首字命名），现已发展成为收藏图书 1.2万多册、报刊杂志 60

余种，远近闻名的“草原书屋”。2014年，道•图门巴雅尔家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颁发的“书香之家”称号、2015年，道•图门巴雅尔到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手里捧回

“全国最美家庭”荣誉。2016年，他又获得“全国十佳读者”称号。至此道•图门巴雅尔，

在牧区志愿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已有 27年的经历，成为阿巴嘎草原上的“图书文化名

人”。在阿巴嘎旗，除了这一“大名鼎鼎”的草原书屋以外，还有几个“默默无闻”的牧

民书屋，在草原深处散发着“书香”。比如，阿巴嘎旗那仁宝拉格苏木白音希力嘎查牧民

赛音特古斯的书屋、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乌恩其巴特尔的牧民书屋等等，他们藏书量

均超过 2000册，均向周边牧民提供免费服务。

牧民特古斯，2016年在阿巴嘎旗所在地别力古台镇租赁街面商铺，开办了个人书屋。

他把“蒙古文书籍屋”经营得有声有色，可以说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了“双赢”。特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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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年连续 3年举办“牧民图书展”活动，参加书展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自治区，

2019年参展人数达 80名，参观人数达 1000多人次。特古斯还联合几位爱读书的牧民，

每年举办读书知识竞赛，竞赛以月赛、年度总决赛形式进行，参与的范围和人数也越来越

广、越来越多。

从此以外，还有青年牧民吉木斯为了给上小学的女儿助学，同时也鼓励其他牧民家的

孩子阅读，在别力古台镇按月举办“智慧雨”小学生读书知识竞赛。参加吉木斯“智慧雨”

阅读竞赛的学生平均每月有 30名左右，最多时曾到过 100多人。经过图书文化潜移默化

的影响，“热爱图书、收藏图书”的文明行为，在阿巴嘎草原上悄然兴起，某种程度上成

为了一种时尚。现在有不少牧民家盖起小别墅或现代化住房，都设计精美书房或摆放书架

子。

2，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020年中宣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确定当前全民阅读活动的主

要目标为：到 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活动更加丰富多样，氛围更加浓厚，成效更加凸显，优质阅读内容供给能力显著

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法制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民

综合阅读率显著提升[13]。

从目前情况来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基层公共阅读推广工作，已经取得良好进展。

但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等多种原因，牧区公共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水平与国家和

自治区提出的有关要求及目标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读者群体总体文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在社会上仍然还存在“分不清图书

馆和新华书店”、“不知道图书馆是免费借书的地方”等等现象[14]；二是，公共图书馆基础

设施老化，人员队伍专业化水平低，服务条件不能满足读者需求。阿巴嘎旗图书馆总面积

1700平米，2010年搬进现址已经有 10多年。当时新建文体旅游广电局综合办公楼时，因

没有考虑到新建图书馆“国家相关建设标准”，虽然总面积达标，但是房屋格局不能满足

图书馆的使用要求；三是，人员编制少，经费不足。阿巴嘎旗图书馆编制 5人、在职人员

5名。因为人员少、经费不足，开展工作面临诸多不便。据了解，锡林郭勒盟 13 个旗县

中除了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等少数旗县以外其他多数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办公设施不

健全、人员少、经费不足的问题。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旗基层公共图书馆虽然存在以上比较普遍的困难和问题，但是随着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地也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正在着手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有的地

方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比如，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图书馆建设水平已经走在

了全区先进行列。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各个旗县的差距比较大、发展不均衡。

3，工作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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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确定的工作目标要做好牧区公共阅读推广工作，应当“积极联合各类教育机

构和团体、民间阅读组织，不断凝聚更大合力，加快全民阅读工作的社会化进程，不断凝

聚全社会力量推进全民阅读”[15]。按照以上思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基层公共图书馆应当采

取以下几方面措施，进一步推动阅读推广工作。

3.1 积极利用社会资源。一是，与民间阅读组织联合合开展公共阅读推广工作。民间

阅读组织虽然积极性很高、参与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但是他们开展活动的场所和资金比较

困难。针对这样情况，基层公共图书馆可以主动联系民间阅读组织，利用政府公共资源为

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工作形式，联合开展大型阅读推广活动，效果应

该会更好；二是，发挥好名人引领带动作用。阿巴嘎旗有全国闻名的道•图门巴雅尔、廷•

巴特尔等国家级名人和其他各行各业杰出人士。可以每年有计划地邀请一些名人参与到公

共阅读推广活动中，以他们的示范引领带动全旗的阅读推广活动；三是，举办“藏书家”

等评选活动。根据草原牧区的特点可以隔几年举办一次“牧民（农民）藏书家”等活动，

对被评选的人物进行表彰，鼓励引导农牧民逐步养成收藏图书、订阅报刊等文明习惯。

3.2继续加强分馆工作。阿巴嘎旗目前已在 2个镇、2个苏木共设 4个分馆。可以通过

分馆的辐射作用，进一步推进公共阅读推广工作。

这里需要提的一个新问题是免费提供服务的牧民书屋（或草原书屋）业务指导问题。

据了解，已建成的牧民书屋（或草原书屋），对周边牧户的阅读推广工作发挥着很好的促

进作用。但是，它们的业务需要进行统一的、规范化管理。笔者认为，逐步建立一种工作

制度（或机制），可以将牧民书屋（或草原书屋）纳入公共图书馆管理体系，以分馆形式

进行统一管理和业务指导。

3.3 继续推进全民阅读“七进”活动。旗县公共图书馆可以牵头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

展公共阅读走进农村牧区、社区、校园、军营、企业、机关和家庭等活动。阿巴嘎旗于

2014—2017年间实施了“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为全旗 71个嘎查（村）全部安装

了“移动数字加油站”。每个“移动数字加油站”1.5公里范围内的牧民群众通过 APP可

以随时随地享用专门提供的网络资源。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将该平台及时维护和更新，

可以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4继续加大地方文献室的建设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还应当系统收集地方文献信息，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2022

年新修正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条例》第九条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还应

当系统收集、保护地方文献信息，设立专库和专架管理，根据需要可以配备相应专业人员，

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阿巴嘎旗图书馆 2023年在馆内隔开一间屋，新设了地方文献室。

从无到有是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馆藏文献数量、工作设备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

入。

3.5 发扬图书馆精神，培育图书馆文化。图书馆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

化。图书馆“根据自身的职能和任务，结合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选择适合自身职能定位的

模式，着力推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6]。在党和国家政策法规

中已经明确总体目标的情况下，发扬图书馆敬业、爱岗、利民精神，培育图书馆文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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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是依靠图书馆人自身的不懈努力。苏联图书馆事业的先驱克鲁普斯卡娅曾说：“图书

馆员是事业的灵魂，很多事情要靠他们来做。他们必须是自己事业的热爱者，善于向读者

群众进行工作，掌握图书馆的工作方法，善于运用这些方法来组织图书馆的一切工作。”[17

]作为新时代图书馆人，需要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

来，在图书馆事业的每个领域、图书馆工作的每个环节，都要体现一种爱岗敬业的人文精

神，努力创造一种行业特色的文化氛围，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图书馆的文化魅力。

总的来讲，在广大牧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统筹做好公共阅读推广

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作。作为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虽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如果利用好当地有利资源，想尽一切办法共同推进各项工作，可以将牧区公共阅读推广工

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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