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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鄉鎮圖書館創新推廣案例
─埔里鎮立圖書館 

2013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社區與鄉村閱讀推廣委員會 



地理位置 

• 臺灣南投縣埔里鎮 

–坐落於埔里盆地內 

– 為臺灣本島地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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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 總面積：162平方公里 

• 戶數：28,833戶 

• 人口：84,051人（2013年8月） 

3 



地方特色 

• 臺灣中部的旅遊樞紐 

• 族群多元 

• 藝術產業興盛 

• 南投地區圖書館推廣活動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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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配置 

• 館長：1人 

• 職員：3人 

• 技工工友：2人 

• 臨時人員：7人 

• 志工：12人 



館藏特色 

• 福爾摩沙文學桂冠‧巫永福紀念文庫 

• 藍紅綠文學傳奇‧陳春麟紀念文庫 

• 埔里寫真達人‧李百祿紀念文庫 

• 小鎮醫生‧李長紀念文庫 

• 愛鄉讀鄉‧埔里文庫 

• 日本愛的Long Stay閱讀專區 

充實館藏
預     算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其他 

440千元 440千元 440千元 
每年爭取約

20萬元 

館藏數量 

A中文 
2011.12 / 

2013.03 

B外文 
2011.12 / 

2013.03 

C淘汰 
2011.12 / 

2013.03 

D合計 
2011.12 / 

2013.03 

99,117 

▼ 

116,987 

1,794 

▼ 

1,906 

3,385 

▼ 

3,480 

94,855 

▼ 

112,306 

館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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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使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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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2011.12 2013.03 
增減(+ -)/增減

% 

轄區總人口 84,493 84,289 -204 / -0.24 % 

館藏總數 114,875 118,894 +4,037 / +3.5 % 

累計辦證數 31,151 34,111 +2,960 / +9.5 % 

館藏借閱人數 27,740 39,863 +12,123 / +43.7 % 

館藏借閱冊數 158,192 194,100 +35,908 / +22.7 % 



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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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辦(場次/人數) 

2011年 2012年 

參訪利用 36/1,620 30/2,055 

書藝文展 35/20,160 67/38.356 

藝文表演 51/27,200 52/27,500 

專題演講 18/1,170 21/1,257 

研討座談 10/180 10/482 



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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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辦(場次/人數) 

2011年 2012年 

研習班營 24/650 24/610 

說故事 42/797 96/3,360 

數位資源 2 2 

影音欣賞 18/590 6/278 

閱讀推廣 51/26,266 54/28,701 

藝文推廣 30/24,233 30/25,048 

出版 1 3 

總計 317場/102.866人次 395場/127,647人次 



榮譽 

• 臺灣五星級的圖書館 

– 兼具機能、品味、魅力、雅逸的空間美學 

• 2003~2009年「南投縣公共圖書館營運績優第一名」 

• 2004年「臺灣地區九十三年度營運績優公共圖書

館卓越獎」 

• 2011年南投縣政府營運績效評鑑「最佳閱讀氛圍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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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特色 

• 埔里圖書館綠意環繞、雅典溫潤、簡約風格的書

香空間，讓圖書館深具人文美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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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閱讀花園     2F 童書樂園      3F 書香桃源     4F 埔里文庫 



館舍配置 

• 一樓 

–「閱讀花園」 

– 可以充份享受「一本好書‧一杯咖啡‧一份

好心情」的好地方 

• 流通服務檯 

• 社區網路資源區 

• 埔里悅讀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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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一樓 

• 報紙閱讀區 

• 期刊閱讀區 

• 主題書展櫥窗 

• 閱讀花園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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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服務櫃檯 

   社區網路資源區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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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雜誌閱讀區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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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花園咖啡館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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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二樓 

– 「童書樂園」 

• 流通櫃檯 

• 童書主題書展區 

• 兒童網路資源區 

• 童書書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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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二樓 

• 漫畫及童書繪本區 

• 0-5歲閱讀專區 

• 集哺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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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兒童網路資源區 

     漫畫及童書繪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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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童書書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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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0-5歲閱讀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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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三樓 

– 「書香桃源」 

– 文學與書香交織的桃花源 

• 流通櫃檯 

• 新購圖書展示區 

• 社區網路資源區 

• 書香桃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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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三樓 

• 參考圖書區 

• 愛鄉讀鄉‧地方文獻區 

• 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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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三樓 (2010增設) 

– 青春閱酷區： 

• 吧檯式的閱讀區 

• 結合駐館作家推動青少年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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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三樓 (2010增設) 

– 樂齡閱讀區： 

• 適合退休鎮民的專屬空間 

• 符合樂齡讀者的閱讀偏好(養生書籍、書畫學習書等) 

– 森情閱讀區 

• 圖書館露臺 

• 提供讀者戶外的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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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閱酷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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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樂齡閱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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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森情閱讀區 

28 



館舍配置 

• 愛鄉讀鄉‧地方文獻區 

– 臺灣公共圖書館近年來串聯推動「愛鄉讀鄉」的大型閱讀

活動。 

– 埔里圖書館獲得地方文學耆老的認同，捐贈珍貴藏書、文

物、文獻等資料，成立「埔里文學家書牆」。 

– 埔里當地的作家，亦會選在埔里圖書館舉辦新書發表會，

同時能吸引當地居民透過閱讀認識家鄉的歷史與人文。 

– 每年出版「鄉情埔里文化手曆」，記載並見證埔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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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四樓 

– 「埔里文庫」 

• 保存在地文學、文史與文化庫 

• 典藏當地鄉紳人士所捐出的書及文物 

• 徵集具有歷史價值的老照片 

• 埔里鎮民之口述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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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四樓 

– 「埔里文庫」 

• 流通櫃檯 

• 李百祿紀念文庫 

• 李長紀念文庫 

• 巫永福紀念文庫 

• 陳春麟紀念文庫 

• 日本愛的Long Stay閱讀專區 

• 日興商店特藏區 

 

 

 

31 



4F 

          李百祿紀念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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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李長紀念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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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巫永福紀念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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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陳春麟紀念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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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日本愛的Long Stay閱讀專區 



4F 

           日興商店特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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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舍配置 

• 五樓 

– 「數位學習中心」 

– 讓圖書館空間發揮更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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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 

         數位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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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圖書館創意營運推動策略 

1. 愛上圖書館 

2. 深耕閱讀 

3. 推展生活美學 

4. 辦理鄉鎮藝文活動 

5. 館藏研究推廣 

6. 成為地方產業發展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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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圖書館 

• 魅力的服務 

− 現今的埔里圖書館已蛻變

成美麗又有魅力的悅讀花

園，可以充份享受「一本

好書‧一杯咖啡‧一份好

心情」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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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圖書館 

• 行動的服務 

– 「埔里行動圖書館」，

讓「愛與希望與您沒

有距離」，帶給鄉間

孩童閱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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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圖書館 

• 數位的服務 

– 埔里圖書館全館成為

無線網路的環境，並

設有社區網路資源區、

電腦教室，提供鎮民

免費上網獲取資訊。 

– 建置粉絲專頁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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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閱讀 

• 閱讀花園主題小書展 

– 依節慶、民俗等主題，布置「閱讀花園主題小書展」。 

– 吸引讀者延伸閱讀，感受埔里的藝術人文風采。 

• 埔里書香節‧書福過暑假 

– 配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之「全國好書交換日」與

「全國好書交換」活動 

– 辦理為期兩個月的「埔里書香節」，以嘉年華式的讀書

節慶活動，讓兒童能快快樂樂、「書書福福」過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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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閱讀 

• 埔里POWER教師推動童書同樂會 

– 寒暑假期間 

– 結合熱愛書香理想的POWER教師，舉辦「童書同

樂會」閱讀活動，陪伴兒童快樂閱讀。 

• 幸福書香說故事 

– 定期舉辦培訓社區說故事種子教師 

– 配合小朋友喜愛的節日，推出相應的說故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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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閱讀 

• 輔導地方的讀書會發展 

• 設立埔里文學書牆、文學詩道 

• 辦理悅讀達人‧悅讀講堂 

• 「在地文采‧在地情」文學魅力 

• 推出小樹苗讀書會及埔里故事媽媽活動 

• 結合學校推動寒、暑假閱讀專區 

• 結合18度Ｃ文化基金會辦理「埔里我愛閱讀護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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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小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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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生活美學 

• 首創圖書館「駐館音樂家、駐館文學家、駐館

藝術家」計畫。 

• 舉辦講座、音樂會、展覽創作等活動讓書香閱

讀與音樂、藝術、文學結合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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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館藝術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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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館文學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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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館音樂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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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鄉鎮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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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研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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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研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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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研究推廣 



埔里老照片 老故事徵集

請洽 埔里鎮立圖書館
2984144轉405或0933-524395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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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研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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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研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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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地方產業發展智庫 



社會資源運用－閱讀起步走 

• 教育部   

• 18度C文化基金會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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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我愛閱讀護照 

• 文化局 

• 18度C文化基金會  合作 

– 第一期計有2,300人參加。第二期已推廣至全鎮
14所國小，約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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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 

書香與巧克力香─送愛到偏遠學校  

• 18度C文化基金會合作 

– 已完成62場、推廣活動32場共計282小時，服務2,342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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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行動圖書館 

• 中台禪寺惟覺和尚 合作  

– 埔里山城幅員遼闊，偏遠鄉間社區孩童不易取

得圖書館資源。 

– 偏遠地區的父母多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孩童閱

讀習慣的養成。 

– 中台禪寺惟覺和尚捐贈巡迴車，成立亮麗彩繪

的行動圖書館。 

– 每周巡迴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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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親職講座計畫 

• 良顯堂社福基金會 合作 

– 每月1次，共已辦理13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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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親近故宮計畫 

• 平等文教基金會 合作 

– 介紹故宮文物，共4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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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 

巫永福百歲紀念文學活動 

• 文化部、教育部 

• 國立臺灣文學館 

•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 巫永福文化基金會  合作 

– 舉辦巫永福文學學術研討會、巫永福文學紀念

展、巫永福文學獎與文化獎頒獎典禮等活動。 

– 成功爭取馬英九總統補頒褒揚令，表彰巫永福

老師對臺灣文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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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愛的書庫 

• 九二一震災基金會 

• 臺灣閱讀推廣中心  合作 

– 推動班級共讀 

• 2005年「九二一震災基金會」贊助「臺灣閱讀推廣

中心 」，於中部的鄉鎮學校成立「愛的書庫」班

級共讀書箱。 

• 埔里圖書館主動爭取，並於圖書館四樓設立埔里地

區的「愛的書庫」，並擴大服務周遭鄉鎮的學校，

提升社區的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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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運用－駐館藝術家計畫 

• 邀請藝術家駐館 

– 舉辦展覽、藝文相關活動 

– 設計藝術借書證 

 



社會資源運用－駐館文學家計畫 

• 邀請文學家駐館 

– 舉辦文學講座 

– 出版文學家作品集 

– 讓讀者與之進行文學與知性的對談 



社會資源運用－駐館音樂家計畫 

• 邀請音樂家駐館 

– 舉辦音樂欣賞與研習活動 



未來營運發展 

• 營運願景與價值 

1. 讓圖書館成為地方的文化中心 

2. 讓圖書館成為地方文獻的寶庫 

3. 讓圖書館成為地方發展的智庫 

4. 讓圖書館成為生活學習的重地 

5. 讓圖書館成為資訊資源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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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營運發展 

• 2013年以「歷史榮耀埔里年」年度主題，獲得文

化部補助268萬元。 

• 將推動教育推廣、出版、文創發展、辦理書香藝

文活動等重要營運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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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營運發展 

• 推動「埔里鎮寶回娘家」計畫 

• 透過臺灣與世界各地文化博物館、圖書館、學術

單位、文史學者的協助，運用數位保存、館際合

作等計畫，充實埔里圖書館數位館藏。 

 

74 



未來營運發展 

• 結合文淵閣工作室、暨南大學資工系 

• 推廣樂齡數位學習與閱讀習慣 

• 讓樂齡讀者愛上圖書館，增添退休生活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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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營運發展 

• 2014年臺灣燈會將在南投盛大舉行 

• 結合地方豐厚的文創產業特色元素，打造浪漫的

「臺灣之心‧文學燈路」，享受不一樣的文學書

香埔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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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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