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家书屋年度工作计划(优秀6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怎样写计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么制
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农家书屋年度工作计划篇一

从六塘河流淌过来的水，将我的家乡颜圩村分成两个部分，
西边是生机勃勃的稻田，东边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张家圩镇
颜圩村农家书屋就坐落在六塘河的堤岸边。

春日遇见

遇见她，在绚烂的春天。在“她”的怀抱里，我寻找甜美的
神秘。当一本曹文轩的《草房子》握在手里，我想没有人会
拒绝它的温馨，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没有意味深长的人生，
但它却让你情不自禁地和油麻地小学里的孩子们一起笑，一
起哭，一起走过温馨的童年回忆。

夏日遇见

遇见“她”，在热情的夏天。从书架里拿起《鲁滨逊漂流记》
的时候，我也就随着鲁滨逊进行了一段奇特的冒险之旅，我
想象着去种植大麦，去饲养山羊，去解救星期五，去烧
陶。“她”就像一个热情的夏天，让热情燃烧我的心窝。

秋日遇见

遇见“她”，在悲凉的秋天。读《丑小鸭》，看着丑小鸭从
一只人人欺负的小鸭子，成长为一只白天鹅。丑小鸭的经历，
告诉我只要相信岁月，相信种子，就一定能够自信，让人即
使在悲凉的秋天也能看到生命的活力。秋天里，“她”带来



的成熟，让我对现实理解得更加透彻，让我不再盲目没有方
向，“她”是在我迷路时，给我指引前进方向的明灯！

冬日遇见

遇见“她”，在寒冷的冬天。她”告诉我，有一种力量叫坚
持，所以寂寞的山谷里，野百合也有春天。读《轮椅上的
梦》，“她”教会我，即使身处严寒，只要永不言弃，我也
能活出真精彩。“她”就像一个坚持的冬天，让坚持温暖我
的心窝。和“她”独处，简单的情调，享受着冬天的阳光，
温暖、滋润。

把最美的书屋献给孩子，让最美的孩子走进书屋。遇
见“她”，在四季；四季，在遇见“她”。

农家书屋年度工作计划篇二

官大堰村位于318国道旁，一个人口不到两千人的小村。为了
方便群众，在上级领导与村委会的共同努力和精心指导下，
把该村原来的图书室和农家书屋合二为一，同时增加了藏书
量，保证农家书屋全天候向村民开放。在宽敞明亮的图书室
里，崭新的桌椅和排列整齐的新书把书屋装扮得格外清新，
飘洒出阵阵迷人的书香。暑假期间每天书屋里面都挤满了人，
从十来岁的小朋友到五六十岁的大叔大妈，无一不是来读书
借书的，他们的脸上都跃起了欢喜的笑容，新书勾起了他们
的求知欲望。小朋友们用那一双双天真无邪、渴望知识的眼
睛，正在探寻世界的十万个为什么、感受坚强不屈的丑小
鸭……大叔大妈们用那双粗糙而勤劳的手棒着，他们所需要
的养兔、养猪、种梨的技术书，在他们那灿烂而幸福的笑容
中，仿佛看见了鱼肥瓜甜、猪肥羊壮时丰收的场景。在农家
书屋里，人们学习到了国家的惠农政策，感受到了文化的力
量，更看到了新农村建设的美好前景。

有了农家书屋，不仅可以利用农闲时间学习知识，开阔眼界，



改进生产方式，移风易俗，还能以活动为载体，利用节假日
开展讲故事、舞蹈、篮球、乒乓球、象棋、拔河等文体活动，
吸引群众踊跃参与，让群众唱主角，弘扬正气，改变民风。
村民方法正一直性格内向，以前各种场合很少有人注意到他
的存在，村里的大部分群众都不认识他，由于酷爱象棋，自
从农家书屋开展活动后，他几乎每次都报名参加象棋比赛，
而且回回都当冠军，成了村上的“名人”。

在丰富农民文体生活的同时，农家书屋也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
“催化剂”。目前，农业实用科技书籍约占农家书屋存书的
三分之一，这些书籍成了群众的最爱。通过学习，大家在种
植和养殖方面都掌握了不少科技知识，不但提高了产量，还
大大降低了成本，实现了“既富脑袋、也富口袋”的愿望。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学校，图书馆是
学生遨游知识的海洋；在城市，图书馆是城里人获取知识的
宝地；而在农村，“农家书屋”是老百姓学习知识的“黄金
屋”。“农家书屋”把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文化关怀传递到村
民手中，让每个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的一颗文明之星、一把智
慧之火，让“小书屋”成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成为农
民朋友增长智慧、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从而更好地推动农
村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农家书屋既是农村文化的春天，又是
老百姓的“精神粮仓”，还是老百姓致富增收的“加油站”，
更是新农村建设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农家书屋年度工作计划篇三

xx市^v^农家书屋^v^工程建设在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关心
支持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展迅速，已经成
为基层文化建设的一个新的亮点，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
高农民科技兴农水平，改变农民经营生活方式等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基础性工程建设，



旨在保障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以提高农民素质为重点，
用知识改变农村面貌，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
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德政工程和惠民工程。

我市农家书屋工程从xx年开始启动，第一批建成7个试点村农
家书屋，第二批建成了226个农家书屋，第三批建成556个农
家书屋，第四批建成640个农家书屋，第五批建成945个农家
书屋。完成xx年全市农家书屋覆盖每个行政村的总体目标，
按照省新闻出版局的总体部署，截止7月底，我市076个农家
书屋的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达到全市农家书屋覆盖每个行
政村的总体目标。

农家书屋的书籍采购与配送工作是由省局统一以公开招标的
方式由邮政统一配送进行的。书屋的书桌、书柜、阅览桌由
市级配送，为确保我市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任务按时、按质完
成，按照省农家书屋办公室就书屋阅读设备采购的要求，我
市xx年农家书屋阅读设备的公开招标于xx年4月8日由xx市政
府采购办牵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积极配合，在xx市政
府办公大厅4楼进行，参加此次招标的有四川永亨实业责任有
限公司、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xx市xx保密器械有
限公司、xx市丰泰实业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参与，经过激烈竞
争，由江西卓尔金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万元的价格中标。

农家书屋工程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理应由公共财政予以保障。但目前农家书屋工程财政保障机
制尚未建立，投入不足的问题突出。

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需要定期更新，更新的资金没有
着落，各村点的资金也不是非常充足。

二是没有落实好配套资金。农家书屋工程虽然列入上级民生
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务^v^五大工程^v^之一，但到目前为止，
各级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上还没有明确的财政资金投入，也



没有制定出相应的财政保障机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数量与质量。

三是没有解决建设、管理农家书屋工程的工作经费，使管理
工作难以深入。

目前村庄都是由村支两委成员、退休干部或志愿者兼任管理
员，因为受资金限制，书屋管理人员的待遇问题还不能很好
的解决，没有专人负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书屋作用的发挥。
另一方面在书屋建设中缺少有效的管理考核机制，地方主管
部门对书屋建设没有明确的发展考核细则，只是限定于省里
的农家书屋建设标准，书屋建成以后大多数^v^放任自
流^v^，由村级自主管理。管理员队伍无法注入新鲜血液，图
书门类无法得到及时更新，致使村民去读书汲取到的也是落
后的陈旧知识。

农家书屋年度工作计划篇四

1、机构健全。成立了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直12个
部门为成员单位的xxx区农家书屋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区文化委。（见资料汇编）。确保各级有专人负责
（见资料汇编）。20xx年制定农家书屋相关文件通知2份（见资
料汇编）。

2、配套资金。全区18个行政村农家书屋落实中央、省、市、
区四级财政资金共计36000元，配套资金足额到位，按照总局
和省市局要求使用，无挪用或配套不足（见资料汇编）。

3、出版物更新任务。全区18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全面完成出版
物更新一体化采购,共采购图书1890册，报刊3种；按时按要
求完成出版物更新工作，有完备的交接手续；按照总局和省、
市局有关要求选用出版物（见资料汇编）。

4、书屋管理情况。全区书屋选址在人口集中方便群众借阅使



用的位置；书屋环境整洁；书屋面积全部达到20平方米；书
橱完好够用，出版物没有堆放现象；桌椅等基本阅览设施齐
全完好。

5、出版物管理。全区出版物年丢失、损坏率控制在千分之五
以下；出版物分类清晰、统一编号、摆放整齐，复本不超过2
本；20xx年起流转出版物书脊上年份标识清楚。

6、书屋制度建设。全区各书屋悬挂统一牌匾，外部有农家书
屋标识牌、开门时间告示牌；有固定的兼职农家书屋管理员；
书屋管理员经过培训、开展评比活动（见资料汇编）；管理
制度、借阅制度、岗位职责上墙；出版物登记簿、借阅登记
簿、需求登记簿，按照要求登记清楚，并记录完整。

7、宣传引导。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体对农家书屋开展宣传报
道3次以上，各书屋借书证（卡）发到每一户；有宣传农家书
屋的横幅、标语等（见资料汇编）。

8、开展活动。20xx年我区依托农家书屋开展特色活动等2次
（见资料汇编）。

9、开门和借阅情况。每个书屋每周开放借阅时间均5天以
上；20xx年辖区内书屋共借阅9400人次，平均借阅人次522人
次，按照一体化要求每季度报送借阅人次（见资料汇编）；
组织了明查暗访（见资料汇编）；20xx年农家书屋出版物流转
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1、在市局统一部署下，开展数字农家书屋建设，目前已与建
设单位“恋爱婚姻家庭传媒公司”签订合同。

2、我区除20xx元配套资金以外，地方财政给予资金支持，用
于数字农家书屋建设、读书活动等项目，平均每年每个农家
书屋支持资金600元。



xxx区文化委员会

20xx年xx月xx日

农家书屋年度工作计划篇五

自20xx年至今，在镇领导、干部的共同努力下，xx镇xx个行政
村已完成农家书屋的建设。

20xx年，xx镇在xx村建立第一个农家书屋试点区，深受广大
农民群众的好评和支持。至20xx年底，农家书屋已遍及全
镇xx个行政村。书屋均建立在村委会活动室内，占地面积
约20平方米，条件较好的村委约30平方米；各书屋藏书
约20xx册，涉及政经、科技、生活、文化、少儿等领域，音
像制品10多种，自费订有《南方日报》、《南方农村报》、
《^v^》、《求是》等报纸杂志；内设有书架、桌、椅等设施，
配备有电脑、电视等电子设备。

农家书屋由村主任或村干部担任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参加过
培训，对各类书籍分门别类陈列，便于村民借阅。管理人员
负责定期检查书籍是否存在被虫蛀、受潮、遗失、损坏等现
象，同时做好科技书、工具书、重要文献、地方文献的入藏
工作。书屋每月对外开放20天，较为踊跃的书屋月平均接待
内阅、外界借阅460人次。书屋以“借阅有程序，本本有去
处”为原则，并制订《借书登记薄》、《阅览登记薄》作好
相关借阅记录。

1、农家书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以前农闲时间很多农民群众在家呆着没事做，多半是靠打扑
克牌、打麻将等活动消磨时光，想看看书、报纸，查查资料
却无处可去。有了农家书屋，村民有了好去处，赌博和家庭
吵闹的现象少了，看书成为了一种生活乐趣，调剂了单一乏



味的农村生活。

2、农家书屋传达新资讯，传授新知识。

农村信息相对闭塞、滞后，村民能接受到的文化知识相对较
少，农家书屋订有报刊杂志，为村民提供最新的社会资讯。
村民通过看书看报了解社会动态、国家政策；获得更多的生
活常识、种养技术、市场趋势等信息。

3、农家书屋为村民解答种养难题。

农民日常生产中出现的种植养殖技术问题，得不到快速有效
地解决，导致收成日益减少、甚至弃种丢荒。农家书屋犹
如“农技专家”，及时解答种养生产中出现的疑难杂症和推
广最新的惠农利农种植技术、信息，为广大农民群众指引丰
收的光明之路，使广大农民群众重拾种植信心，促进农村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

4、农家书屋提高村民文化素质。

农家书屋为在读农村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一些
村民陪同孩子到农家书屋一同学习，以书正风、以书育人，
村民文化知识水平得到了提升，素质也得到了提高。随着农
家书屋的建设和推广，农家书屋已经成为农民的良师益友，
成了与外界连接的结实桥梁，成了提升农民素质、丰富农村
文化生活的大课堂。

1、农家书屋的普及推广仍需加强，管理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因为边远山区的村庄未必户户有条件亲到书屋，农家书屋的
数量应继续增加，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家书屋的影响
面积；书屋的管理制度目前仍不够完善，需制订相关借还制
度，做好登记手续，借阅记录等；管理人员也需定期进行集
中再培训，相互传授经验，相互进步，做书屋的好榜样。



2、农家书屋的环境设施较为简陋。

由于书屋大部分设在村委会内，对于边远贫困的乡镇村委实
在是无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书屋设施及设备，空间的狭小对书
屋的安全也存在很大隐患。有关领导及部门需高度重视，积
极争取扶持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设施的改善。

3、农家书屋的藏书种类数量较为欠缺。

大部分农民文化程度比较低，现有书屋比较欠缺农民大众可
以理解、可以读透的书籍，应提供一些图文结合、简单易懂
的书籍，让农民由浅学起，提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多提供一
些关于日常生活中常接触到的实用书籍，如法律常识、防骗
防盗常识、消防及灾害的预防常识等等。

4、农家书屋的书籍维护比较难。

借出的书籍，多多少少均存在一些损害现象，如缺页、涂画、
污点等，特别是儿童类书籍；还有一些书籍被外出务工的村
民带出外地，难以追取。书屋的管理需要落实相关的责任制
度，并在村内广泛宣传；爱书护书从孩子抓起，使农民群众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维护农家书屋的持续健康发展。

5、农家书屋的运用率过低。

农家书屋其实是一个大课堂，可以带动农民学习种养的新知
识，新技术。然而，单靠管理人员的经营远远发挥不了农家
书屋的潜在价值。相关农技部门应积极与农家书屋进行沟通
交涉，派出农业技师举行定期的授课培训班，使书屋的书籍
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使农民群众对种养技术得到更详尽的解
析。

总的来说，我镇的农家书屋工程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群
众读书、用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日渐高涨，我镇整



体的文化环境得到切实改善。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农
村文化建设事业任重道远，我们只有加倍努力，为满足广大
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积极创造条件，才能促进我镇的文
化事业和社会经济事业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稳步前进。

农家书屋年度工作计划篇六

我认为，在农村里，建设一个充满浓浓书香的书屋是一件好
事。

首先，我可以把农家书屋的外形建造成黑瓦白墙的。这样简
单的对比色更加体现出了农村风光的典雅、朴素。我觉得书
屋有两楼高就差不多了，因为有些热爱书的老人腿脚不便，
不宜走太多的台阶。

然后，可以把一楼正厅建设成一个书画室，有兴致的村民可
以多去那里写写作品，作作画。然后，在书画室边上的两个
侧厅里当作展览厅。就是说，把村民们的作品进行筛选，然
后简单地框裱一下，挂到两厅，供全村人民观赏，学习。

再说说二楼。二楼的左边一厅摆放桌椅，供村民坐着看书。
挨着众多桌椅，可以是图书管理员的座位，图书馆管理员负
责把村民们的书登记好，到还书时就方便多了。二楼的其它
厅统统用来摆放图书，这些图书有一部分可以是村民们捐赠
的，还有一部分可以是村委会掏腰包买的。

每位村里的好心人都捐出一点儿钱，就能水滴汇成大河，就
能凑够了足足的资金来建设书屋和采购了。

然后我觉得农家书屋可以建设一个这样的规定：一、来书屋
作作品时，不得乱涂乱画，保持墙面整洁；二、不刻意毁坏
展出作品；三、拿书时轻拿轻放，看完书后请放回原位；四、
借走书后请定期归还。这样的规定就会让书屋变得更好，村



民素养变得更高了。

我们还会看见这样的场面：一楼的村民们作着画，写着字，
有些村民写的大字凤舞龙翔的，画的国画非常精细，细致；
二楼的村民呢，可以悠闲地看看自己爱看的书，知道更多外
面的世界。

如果每个村都能有这么一个农家书屋，那么，这个村的村民
一定会变得更有文化、更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