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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輔導鄉鎮研提計畫 
......................................................................................................................  

簡淑芬科長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科 

前言－轉變的心讓夢想飛揚 做為一個在公部門執行公共圖書館業務十餘年的工作人員，回顧這一段時間見到一批批生力軍加入這場戰役，卻又一個個負傷離開，每次選舉過後更為明顯，心中難免感慨。公共圖書館在缺少有經驗的第一線戰士下，生力軍的加入一則以憂一則以喜，憂的是人才中斷，工作經驗傳承不易，喜的是新力軍的加入帶來新氣象，然在根本性問題無法徹底解決下，相信這種狀況依然會持續下去。記得有一次辦理說故事志工培訓時，有一個木訥的中年男性學員，由個性來看並不適合做故事志工，在自我介紹時他說：「社會這麼亂，他每天擔心他的孩子會交到壞朋友；與其擔心不如站出來，當社會少一個迷途的孩子，他可以少擔一份心」。公共圖書館多年來，靠著一群默默付出的志工和執著的工作伙伴一路相持走來，漸漸步上軌道，期間的酸、甜、苦、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97年縣市鄉鎮圖書館補助計畫分為「多元悅讀活動」、「 閱讀資源充實」及「 營運績優標竿」3 項子計畫，主要補助縣市鄉鎮圖書館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充實閱讀相關資源與建立全國性考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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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多元悅讀活動計畫 

97 年多元悅讀活動計畫之 4 大主軸為銀髮閱讀、外配閱讀、親子共讀、數位閱讀，主要補助縣市鄉鎮圖書館辦理閱讀推廣活動｡ 

一、執行方式： 邀請本縣各鄉鎮市立圖書館，召開說明會說明活動規劃方向及推動策略，俟提報計畫書到局後，召開審查會，請各館就提報的計畫做簡報說明，委員依活動內容、執行方式、行銷策略、經費編列的合理性等項目進行逐案討論；委員交叉詢問會診意見後，由委員推派代表就共通性缺失及注意事項統一說明後；依計畫撰寫內容，每一委員負責 2-3所圖書館進行分組討論，就計畫缺失、應加強的部分、可結合的資源等一一說明，協助鄉鎮圖書館研提修正計畫及推動策略，溝通的過程難免有意見分岐的地方，經與其充分溝通後，各館依委員初審意見逐一修正。初審排序只是次要目標，希望借委員專業知識協助鄉鎮圖書館提報計畫爭取經費，一場審查會下來耗上大半天，期間辛苦程度與委員自行研提計畫不相上下，委員常開玩笑說審查費難賺，委員思考的面向包括： （一）行政面：行政資源、地方配合款、地方配合度、結合社會資源情形、志工參與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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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活動規劃：由認知理解（入門課程）－吸收學習（系列課程）－回饋（成果展）以完整性、系列性、有深度、有系統由淺入深的推動策略。 （三）質的考量：計畫內容是否符合計畫目標。 （四）量的考量：辦理活動場次、活動多元化－種類（類型）、參加人數、活動執行影響性、預估效益及後續發展性等元素。    

二、執行策略 （一）活動規劃 活動規劃須考慮活動參與對象是成人、親子、兒童、外籍配偶或銀髮族，不同的參與對象需求自然不同，以參與對象立場出發，思考活動目的與重點。同樣一個活動因活動參與對象不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辦理；比如說書，參與對象是成人或青少年，往往以講座方式辦理，其目的是要與作者做近距離接觸、溝通；如參與對象是銀髮族，可以辦理耆老座談，因參與者本身就是故事主角，活動目的在尋找社區生活記憶。也可以辦阿公、阿嬤說故事，這類的活動，名次、等地並不重要，趣味性、參與性才是應該要考慮的重點。建議採通通有獎的方式頒獎，由主持人以帶動現場熱鬧氣氛方式進行，可以考慮由現場的小朋友投票，當然也不是真的一票、一票的算，也無須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來分評分，可以趣味獎、勇氣獎、台風獎、口才獎、儀態獎、服裝獎…..等做頒獎的獎項。 



 

 184 

活動參與對象是親子、兒童、外籍配偶時，可以考慮以舞書、書中角色扮演的方式辦理；辦理的目的在促進親子感情、培養親子閱讀，對於幼小的孩子，識字不多，親近書本的方式，可以利用親子或同儕合作認識書中的故事，即使對於大孩子，說書、舞書仍是個受歡迎的活動；如果活動參與對象是成人、國中、高中的讀者，可以辦理不同方式的讀書會，如研習、閱讀大自然、閱讀旅遊、閱讀電影等讀書會活動，讓閱讀更有趣，不僅可以讀還可以玩。 （二）活動合作對象 圖書館因應不同的合作對象辦理不同的推廣活動，例行性活動主要考慮的是圖書館的推廣政策，如「說故事」、「零歲閱讀」活動目的在培養幼兒閱讀興趣，辦理「閱讀護照」活動目的在鼓勵閱讀，藉由獎品鼓勵孩子上圖書館；「主題書展」活動可配合時代潮流議題，如哈雷彗星、奧林匹克運動會、養生、旅遊…等議題，以主題方式展示相關館藏；「新書展示」活動展示圖書館新購圖書；或上級統一行銷之活動，主要考量的是配合全國性圖書館的行銷策略如好書交換、或與廠商合作之書展活動「悅讀臺灣 FUN眼世界」；或與其他相關單位合作，一則敦親睦鄰、一則因應圖書館推廣活動經費短絀與不同單位合作，整合場地、經費、人力創造雙贏策略：如與衛生所、衛生促進會合辦健康講座，與社區發展協會、社教站合辦銀髮族活動，與婦女會合辦婦女、外籍配偶成長營，與轄內大學、國中小等合作辦理科學研習營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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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行銷 VS.地方特色 文化局辦理推廣活動可採全縣統一主題活動整體行銷，或因地制宜考慮地方特色由鄉鎮圖書館自行規畫雙軌進行，多元閱讀活動計畫
97年計畫之 4大主軸為銀髮閱讀、外配閱讀、親子共讀、數位閱讀。為求全縣統一主題活動整體行銷，爰是文化局必須統籌、策劃全縣統一活動主題，主題的擬訂必須考量鄉鎮人力資源、設備差異等因素。如以親子共讀為全縣統一活動主題，必須進行規劃執行方案、行銷策略、製作學習單及辦理說明會，說明執行時間、方法、注意事項及分工合作等事宜。由各鄉鎮配合辦理，成為轄內圖書館共同的活動，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同步推動。全縣統一行銷的主題推廣活動，一則可以擴大文宣議題，再則因為並非所有的鄉鎮圖書館都有辦法自行規劃活動，可以減輕鄉鎮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負擔，協助部分鄉鎮圖書館不至於在年度活動中缺席。 圖書館活動觸角以往甚少延伸銀髮族、外配族群，且並非所有的鄉鎮圖書館具備推廣數位閱讀的設備，為兼顧地方特色及考慮鄉鎮圖書館社區資源之差異性、相關社區民眾需求等因素；除配合全縣統一行銷的主題推廣活動外，宜由各鄉鎮圖書館因地制宜自行規劃適合當地之推廣利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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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打獨鬥 VS.策略聯盟 經營公共圖書館須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奉獻的精神及忍受挫折的耐力，在缺乏經費、人力的情況下，要將圖書館經營好，建議應結合轄內各分散點資源，串連成線狀甚至面狀效應，並與轄內其他公部門、藝文團體、文史工作室、獅子會、衛生所、社區發展協會、社教站、婦女會、轄內大學、國中小、托兒所、老人會、農會、藝文作家學會、超市、店家、廠商等同質性或異質性組織進行合作行銷。 如 97年壯圍圖書館與鄉內各社區發展協會、老人會合作辦理「阿公、阿嬤口袋裡的老寶貝」，以傳統節慶及早期農村共同生活為主題，以達人說書、耆老座談、文化探訪方式帶領老人參觀寺廟等活動，引領社區老人喚起共同的回憶，讓社區即將失落的文化透過長者記憶，紀錄整理存放圖書館內，並配合老照片、古文物展示，讓社區民眾體驗古早生活之趣味。與鄉農會、鄉內各國小合作辦理「阿公、阿嬤攜孫出糕招」介紹做粿文化，不同的粿類食品背後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傳說與趣味性，粿印展覽說明粿印文化，其他如阿公講古做粿記憶、子孫共同研磨做粿等粿的文化活動；與超市、商店、美容院合作辦理圖書館之友折扣優惠共享客群、或寄放過期雜誌、小說等成為圖書巡迴點，擴大圖書館服務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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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學習網絡 長久以來，公共圖書館都是以臨時人員為主要的執勤工作人員，專業人員缺乏、人員更迭頻繁，造成人才中斷，工作經驗傳承不易；圖書館每年辦理的推廣利用教育活動玲瓏滿目，各館單打獨鬥閉門造車，都是從無到有，在摸索中探討。宜儘速建構學習網絡，蒐集、彙整不同類型的圖書館利用教育成功推廣方案經驗分享：詳述執行項目、活動內容、執行方式、可結合之社會資源、行銷策略、文宣執行方式、執行時應注意事項、遭遇問題之 Q&A等，分門別類匯集成冊；提供鄉鎮圖書館參考，針對圖書館的需求、參加活動對象、經費規模調整計畫內容，從個案中挑選適合自己圖書館的計畫辦理推廣方案。 

貳、閱讀資源充實計畫 公共圖書館普遍存在館藏貧瘠、缺乏特色的窘境，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研擬具體可行、富有特色之閱讀資源充實計畫，豐富館藏的種類，深化館藏的深度： 

一、執行方式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建立館藏特色源自民國 91 年，縣府編列 60萬元，原構想每次補助 2-3所圖書館，每所圖書館補助 20-30萬元分年執行，然經與鄉鎮圖書館協商後，因鄉鎮圖書館對文化局未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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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每年編列經費執行存疑？而文化局也無法做承諾，爰是與鄉鎮圖書館協商後，鄉鎮圖書館希望能採通通有獎，採齊頭式平等分配經費，每所鄉鎮圖書館補助 5萬元。可想而知 5萬元採購經費，難以看出建構館藏特色成效，為貫徹政策縣府續於 94 年編列 60 萬元，及
95 年、96 年配合教育部「 縣市鄉鎮圖書館輔導計畫 － 閱讀資源充實計畫」136.5萬元，賡續建構館藏特色。在經費短絀的情況下，為了將有限經費做最有效的運用，利用縣書目資料庫將全縣館藏狀況依類號進行統計分析，了解全縣館藏虛實，統計借閱率了解讀者需求，並參酌早期教育廳時代訂定之鄉鎮圖書館館藏特色主題、地方人文及產業發展特色（ 如冬山 －民宿、礁溪鄉 －溫泉）等幾個元素，與鄉鎮圖書館館長共同研議、規劃本縣公共圖書館未來館藏特色發展方向及目標，冀望建構完整的在地閱讀資源。 然自民國 91年一路走來，隨著館長的更迭總是有少數館長希望更換館藏特色，或不認同前任館長的看法，或認為應先充實讀者需求的排行榜書籍、借閱率較高的兒童書、小說等，若有多餘的經費再行充實館藏特色，甚有鄉鎮認為文化局已編列補助鄉鎮購書預算，公所以經費短絀為由刪除購書經費。但這不是當初推動建構全縣館藏特色的目的，文化局堅守與鄉鎮圖書館間工作及經費權責，堅持縣編列的充實館藏特色預算及上級充實館藏補助款由文化局依建構館藏特色的目標執行，鄉鎮圖書館依規劃館藏特色開列相關主題書單送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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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俟文化局審核通過後再進行採購；排行榜書籍、借閱率較高的兒童書、小說等由鄉鎮圖書館自行編列預算執行。 目前文化局與鄉鎮圖書館的關係，屬輔導關係非上下直屬關係有責無權；欲建構館藏特色政策，需要有經費做後盾才能主導、貫徹理想。輔導此項業務，須先蒐集館藏特色主題相關出版資料、類號、及與主題相關之副主題等資料，有了某種程度的了解，才能進行溝通、輔導。當鄉鎮告訴你買不到書時，其實不一定是買不到書，也許是他把主題窄化，或不了解如何使用工具書，先進行溝通了解問題所在，再進行輔導。如以茶作為館藏特色例子說明：可以蒐集茶的生長環境、茶與水質、茶的分類、茶的歷史、茶的禮儀如中國的「茶藝」、日本的「茶道」以及韓國的「茶禮」、茶的跨界如茶與文學、茶與陶藝、茶與音樂、茶與茶食、茶的生活空間等主題；並須於一段時間後檢查書目資料庫館藏狀況，適時調整館藏特色主題寬度，未來方向及延續性。        

二、執行策略 （一）整體性的典藏計畫：研訂全縣館藏發展政策 在理論上而言，每個圖書館都應該建立館藏發展政策，然而回歸到現實，全國只有極少數鄉鎮圖書館購書經費上百萬，比擬文化局的經費規模，甚致大於文化局的預算規模；然大部份購書經費在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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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在伍萬元以下者比比而是，甚或未編列，建立館藏發展政策大都為了虛應圖書館考核，東抄抄西抄抄不知所云，或陳意過高與現實有所差距；或謂因為經費短絀才要有館藏政策，事實上縣級要擬訂館藏發展政已有困難，何況是鄉鎮市圖書館。建議以「縣」為單位，考量建構在地的館藏資源，研訂全縣館藏發展政策。 研訂全縣館藏發展政可採由文化局自行辦理，邀請專家學者、學校老師、文史工作者、讀者代表等共同參與整體性的典藏計畫的擬訂；或.編列預算委外辦理，委請專家學者研提全縣館藏發展政策、方向及目標。然而不管採用何種方式，文化局本身需有明確的典藏發展方向與目標，只有自己最清楚館藏的虛實，經費的規模、鄉鎮人力資源、經費狀況。研擬一個大而不當、或小而不足的閱讀資源充實計畫幫助有限，建議應擬訂近程、中成、遠程三種不同期程發展目標供參考，以利文化局可就經費狀況進行採購。 （二）召開合作典藏會議 欲建立全縣閱讀資源之整體性的典藏計畫、事先應召開鄉鎮圖書館合作典藏會議，建立共識、溝通調協工作分工之權責與義務，除轄內 12所鄉鎮圖書館及其 5個分館、台灣戲劇館戲劇視聽圖書室、宜蘭縣史館為當然成員外，擴大合作組織將縣內 4個非營利組織（NPO）圖書館、14 所辦理閱讀示範的中、小學圖書館，納入為圖書館整體性的典藏計畫成員，增加圖書館館藏深度及擴充館藏資料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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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書香宅配服務計畫，提供 24小時網路借閱及館際代借代還服務，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服務方式免費或付費：服務對象全部免費服務、或部分免費服務（如服務對象為身障讀者、銀髮族或偏遠地區讀者）或使用者付費、或還書免費借書付費、或借、還書皆須付費；專車服務或交由貨運行或郵局宅配服務：如採購置專車服務，須考量司機人事費用、購車經費、油耗、車子養護、保險等費用；若採交由貨運行或郵局宅配服務，除須有專人負責是項業務外，其他支出費用為運費；直接寄送或間接寄送：直接寄送致讀者指定的地址，或寄送至讀者指定的圖書館，寄送方法可採各圖書館將宅配服務的書全部寄回文化局，由文化局整理後再轉寄各館，優點是運費較便宜，缺點是流程長缺乏時效；或採由各圖書館將宅配服務的書，直接寄回各目的地圖書館，優點是流程短時效較快，缺點是運費較貴。採用何種政策：免費服務、使用者付費、或兩制並行應視預算多少、讀者需求而定；想清楚了服務方式再與軟體公司溝通協調修改圖書流通系統功能，才能事半功倍。 

三、特色館藏迷思 公共圖書館囿於經費缺乏，必須在有限的經費下，研擬滿足大多數縣民需求又兼顧建構在地館藏資源的館藏特色目標，但當面對鄉鎮圖書館短絀的購書經費，購置排行榜暢銷書、讀者推薦書籍已應付不暇之時，文化局是否能堅持執行建構全縣閱讀資源之特色館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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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念之差」壞了整體性的典藏計畫，只是在執行補助鄉鎮圖書館購書計劃，其與建置整體性的典藏計畫仍有一線之隔。 研擬特色館藏政策，本就是考量在有限的經費下，考量各鄉鎮圖書館館藏現況，及全縣館藏虛實，建構完整的在地性資料庫，特色館藏應不限於書籍，可蒐集多元化不同的類型資料；以宜蘭縣鄉鎮圖書館為例：當時因頭城圖書館係大千戲院改建，圖書館擁有完善的放映設備，且公播版影片價格昂貴，全縣選一圖書館典藏與電影相關影片、書籍；宜蘭市圖書館因靠近文化局演藝廳，且臨近設有音樂班的宜蘭國小，是以宜蘭市圖書館以音樂為特色館藏，負責購置音樂相關之影片、樂譜、書籍及配合文化局演藝廳相關表演節目辦理音樂講座；礁溪鄉擁有溫泉資源，是以礁溪圖書館規劃以溫泉、養生、養生飲食為館藏特色考量….。研擬特色館藏政策，思考的面向包括： （一）讀者需求 V.S 地方特色 面對讀者需求與地方特色時，須先考慮一般民眾需求購置排行榜暢銷書、讀者推薦書籍，或優先購置在地產業、文化特色相關書籍、或館藏特色書籍，比例如何分配？  （二）館藏的周延性 V.S 市場潮流 以考量全縣館藏的周延性建構完整的在地性資料庫為首要任務，亦或考量讀者須求優先購置熱門暢銷書滿足市場潮流，兩者如何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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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補助款 V.S 地方自籌款 欲建立全縣閱讀資源之整體性的典藏計畫，須有貫徹執行的決心及充裕的經費作後盾，中央補助款與地方配合款扮演的角色應有清楚的分野，中央補助款貫徹縣館藏特色規劃與整體性的典藏計畫，而地方自籌款購置排行榜、熱門圖書，兩者之間須有一清楚的遊戲規則。  （四）缺乏專業人員、人員流動率偏高 鄉鎮圖書館長久以來都是以臨時人員為主要的執勤人員，缺乏專業人員、人員流動率偏高，且館長換人時，往往不認同前任館長擬訂的特色館藏；或為便利行事購置大部頭套書，或將特色館藏選書工作交給書商處理。文化局在面臨有責無權的輔導體制下，如何與鄉鎮協商、溝通、輔導避免特色館藏.因人事更迭變更；或在何種情況下做某種程度、範疇的修正、讓步，考驗文化局貫徹館藏政策的決心與輔導的功力。 

參、建立輔導體制 圖書館工作人員，每日疲於應付借書、還書、編目、上架等例行業務，迫切需要建立輔導體制，成立公共圖書館輔導小組，結合圖書館學者、電腦資訊人員、教育人員、活動設計、文史工作人員等及地方人士成立圖書館輔導小組；協助圖書館研擬館藏發展政策、推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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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設計、業務諮詢、書籍審查與鄉鎮圖書館輔導等工作；透過專業的診斷、輔導，協助圖書館各項業務推動。圖書館輔導小組扮演圖書館幫手的角色，共同研擬、設計活動，協助圖書館怎麼做、如何做，引導圖書館哪兒有可用、免費的資源、合作的對象；這或許是有點太過理想，但確是公共圖書館多年來最渴望的資源。 目前制度上缺乏鼓勵圖書館專業人員就任公共圖書館的誘因，冀望圖書館能在短期內改善人力組織架構似乎不可能；建立輔導體制成立圖書館輔導小組，透過訪視及輔導，逐年有效地協助轄內圖書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共同決定圖書館發展政策，縮短摸索時間，加速圖書館發展。 

肆、願景 

一、建立核心館藏 臺灣每年出版的圖書約有 42000 冊，在有限的經費下如何來採購，希望由上級委託學術界成立選書小組，推薦適合不同層級圖書館、讀者的百科全書式核心館藏書單，提供各館採購參考。 

二、中央、縣及鄉鎮的工作及經費權責劃分 文化建設的成就，短期間民眾不易感受，一旦預算緊縮，圖書館預算總是先被排除在外，中央應統籌的計畫，縣級應籌畫的工作，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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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應辦理之事應有明確之工作及經費權責劃分；使縣及鄉鎮在編列預算時，面對財、主單位刪除預算希望圖書館轉向上級爭取經費時有明確的依據與說帖，不必做無為的期待上級經費的補助。  

三、中央應研擬有系統的、完整的、具延續性的中、長程計劃 館舍空間改善、圖書館館藏、設備充實、推廣行銷等，中央應擬訂有系統的、完整的、具延續性的中、長程計劃；或以三年、或以五年為期，分為規劃與執行兩階段，在明確的工作期程、目標及補助經費的額度下，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規劃及政策思考；缺乏明確的計劃期程，難以研擬周延、有系統的計劃，急就章欠規劃的計畫難以看到具體成效。 

四、因地制宜重點補助、分級輔導 每個圖書館發展的步調不一，建議應把圖書館分為「已開發」、「開發中」、「未開發」三個等級，經費補助額度除考量縣市政府財力等級外，應考量圖書館發展狀況、因地制宜，分級補助及輔導，好的圖書館固然要獎勵，發展較慢的圖書館何嘗不是應該輔導的對象，而不是以競爭型計畫的單一標準，以好、壞來做為經費補助標準；應分為政策型與競爭型補助策略，政策型補助策略因地制宜，考慮圖書館的全面性發展，競爭型補助策略考慮圖書館重點館舍、標竿圖書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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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創新學習網絡 公共圖書館人員更迭頻繁，造成人才中斷，工作經驗傳承不易；圖書館每年辦理的推廣活動玲瓏滿目，各館單打獨鬥閉門造車，都是從無到有，盲目摸索；且各項活動各具特色，其性質，訴求對象與辦理方式上皆有所差異。圖書館推廣活動行之有年，宜建構創新學習網絡，蒐集、彙整不同類型的成功推廣方案經驗分享：詳述執行項目、活動內容、執行方式、可結合之社會資源、配合行銷策略、文宣執行方式、執行時應注意事項、遭遇之問題等，分門別類匯集成冊；提供鄉鎮圖書館參考，針對圖書館的需求、參加活動對象調整計畫內容，從個案中挑選適合自己圖書館的計畫辦理推廣方案，節省摸索時間，並達到經驗傳承的目的。 

伍、結語    人類不會因夢想而偉大，除非將夢想付諸實現，公共圖書館的經營是細水長流的工作，需長時間的投入，無法如硬體建設般發包施工之後，就可剋期完事見出成效。今日，公共圖書館的經營，不僅是人力與經費的問題，不可諱言的，制度面的待突破，亦為問題癥結所在，如何喚起民眾對圖書館的重視，使圖書館能走入民眾的生活圈，成為民眾生活中的一部份，形成政策的一環，讓讀者樂意走進圖書館，體會圖書館的價值，是圖書館界努力多年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