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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脚去借书”“免费来培训”，如今，县县有图

书馆文化馆、乡乡有综合文化站，覆盖城乡的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初步形成，人们享有的公共文

化生活更加便捷；“夜游博物馆”“打卡图书馆”“组

团看美展”，到图书馆阅览学习、到文化馆听课学

艺、到美术馆看展打卡，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和生活习惯，成为年轻人钟爱的新风尚——广大

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一系列可喜变化，见证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

突出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

动”“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和适用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
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
生活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

区，乌兰牧骑排演大厅内欢声笑语、琴声悠扬，社

区群众在乌兰牧骑队员指导下载歌载舞。精彩的

民族歌舞，表达着各族群众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

幸福生活的赞美。

2019 年 7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临潢

家园社区考察调研，指出：“乌兰牧骑很接地气，

群众喜闻乐见，永远不会过时。”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发展

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

权益的基本途径。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面

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

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力度前所未有，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

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优质文

化产品和服务日趋丰富，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

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充实。

——顶层设计不断加强，为实现、维护和发展

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对公共图书馆

的设施建设、运行方式、服务提供、管理制度和保

障机制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指导标准（2015—2020 年）》和《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2021 年版）》，明确了政府保障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的底线，为进一步保障群众文化权益

提供了依据。

——设施网络日益完善，优质产品和服务带

火文化艺术热潮。

全民阅读热度升级。2020 年，全国公共图书

馆实际持证读者数 1亿多个，书刊文献外借 4.2亿

余册次。

群众文艺受到追捧。广场舞律动在大街小

巷，“村晚”点亮着乡村戏台，合唱蓬勃在大江南

北。去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线上线下累

计参与人次达到 1.24 亿，“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

唱群众歌咏活动参与人次超过 1.7亿。

逛博物馆日益流行。类型多元、主题丰富的

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展览品质不断提升，文

创产品精品迭出，国宝文物屡屡“出圈”，参观人次

屡创新高。

广播电视惠民利民。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

覆盖率达到 99.48%，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99.66%。《山海情》《觉醒年代》等重大革命、重大历

史和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汇聚强大正能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
给增加，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
距缩小

“从村里到县上，骑摩托车少说也要半小时。”

村民黄春连是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的

舞蹈骨干，之前学习新舞必须跑到县文化馆，一来

一回十分折腾。“那时候村民梦想：要是在村里就

能借还县图书馆的书、老师下村来教舞蹈声乐，该

是多好。”现在，黄春连和老乡们的梦想成真了

——县里派来艺术老师指导声乐、广场舞、传统戏

曲；县图书馆的书在农家书屋就能借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

“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

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

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把更快、更好地为基层

百姓尤其是农村群众服务当成大事来抓，千方百

计提高服务能力，持续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中心全覆盖，文体活动更多彩。

各地在广大农村、社区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目前全国数量已超过 57万个，基本实现了全

覆盖。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观赏电影、

开展文体活动等，在这里都能开展。浙江农村文

化礼堂、甘肃乡村舞台、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安徽农民文化乐园等，布局合理、功能配套、供需

衔接，极大地满足了群众所需。

——总分馆联通上下，好资源共建共享。

之 前 ，县 域 内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缺 乏 体 系 建

设，上下缺乏联通，资源不能共享。致力于补

短板，各地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让分散、独立的资源形成组织体系，县级文

化馆、图书馆的资源不断输送到乡村，“单一供

给”转变为“多元供给”“交互供给”。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 2636 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

分 馆 制 ，2672 个 县（市 、区）建 成 文 化 馆 总 分

馆制。

——流动服务升级快，田间地头欢乐多。

20世纪 60年代，河南鄢陵县豫剧团拉着自制

的“木板车”上山下乡送戏，很不方便。当板车升

级为流动舞台车，剧团“如虎添翼”，老百姓看到的

演出也更丰富。如今，放眼大江南北，流动图书

车、舞台车，在山间穿梭、林边搭台、河畔歌唱，为

老百姓送来欢乐和文化。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
需求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读者周思琪最近遇到了一

件“稀罕事”。她想在新华书店买本新书，却被告

知：“不用买，可以直接把书带回家，看完还到图书

馆就行。”原来这就是图书馆推出的“你看书，我买

单”服务，将新书采购权交给了读者。

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指出，促进共同富裕

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强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

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积极对接人民群众日

益高涨的对更丰富、高品位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展

了一系列服务创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量增

效益，全社会的文化获得感持续提升。

——从“政府端菜”转变为“群众点菜”。

“有了‘文化惠民卡’，买书、看演出，自主选

择，政府补贴，倍儿美。”北京市民王可盟开心地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一改“政府办、群众

看”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让群众自主“点菜”。

青岛、成都等地通过打造文化超市，采取个性

化、“订单式”服务，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北京、

天津等地发行“文化惠民卡”，将优惠文化产品打

包，给群众自主选择权。“超市式”“一站式”的公共

文化服务，亲和力、吸引力、美誉度大大增强。

——从“呆板”“生硬”转变为“时尚”“个性”。

到“城市书房”度过美妙的时光，已经成了

浙江温州市民李微娜的习惯。此前，基层的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常常给人的印象是“呆板”。

如今在浙江温州、山东威海等地，城乡的大街小

巷、门前屋后、商业街区，一座座装修设计时尚、

空间精致和谐、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文化空

间十分打眼——“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让

人们享受更加优质、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成

为可能。许多外来的游客还会前来“打卡”，形

成了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从阵地服务转变为“线上线下”。

动动手指，自由点单——浙江宁波市民张

钦波说：“现在借书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类似

的借还书模式已经在许多城市普及推广。

通过智慧广电，各地有线电视网络积极挖

掘网络资源潜力，联合各地教育机构开辟教育

专区，向中小学生家庭提供免费线上教育课程

服务；“公益广告、节目+消费帮扶”等推动乡村

特色农产品消费；“空中课堂”在线教育向广大

农村地区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多措并举助力乡

村振兴。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

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不断

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将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

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体现。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共建共享，统筹城乡和区域文化均等化发展，加

快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的硬件设施水平不断提升，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乐享文化的精彩。在全国

各地，一座座文化场馆在城市拔地而起，惠民利

民；一座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遍布

城乡，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一个个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在农村人气高涨，积极对接着

乡亲们读书看报、观赏电影、开展文体活动的需

求……广大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映在笑脸上、舞

在脚步中。

公共文化的软件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让公

共文化服务更贴心更暖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积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服务对口对

味、提质增效，“供其所需”“绩效考核”“点单服

务”“订单服务”成为各地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举

措的关键词，“高颜值高品质”“有数量有质量”

则成为群众反馈最多的词汇。

公共文化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线上、“云

端”让服务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实施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建设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启

动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打造“云端博物

馆 ”“ 云 上 村 晚 ”等 全 景 式 数 字 体 验 平 台 ……

借 助 各 类 数 字 化 服 务 ，优 质 的 文 化 艺 术 资 源

不 再 被 山 水 阻 隔 ，城 乡 群 众 能 够 同 步 分 享 文

艺展演、专题讲座、艺术慕课等公共数字文化

产品。

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满足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公共文化服务潜

力巨大，舞台广阔。我们要用情用心用力进一

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让人民享有更加

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公共文化服务更贴心更暖心
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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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沙图书馆的书都能在这借还，书跑腿，我们享福。”

如今，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石燕湖村村民肖铎不出村，

就能随时过把阅读“瘾”，满足的喜悦挂在脸上。

半年来，村民胡慧参加了书法培训，已能写出一手漂亮的

毛笔字。“在社会机构学，少说也要千把块钱。”胡慧说，“文化

站请来县里的专业骨干，培训免费质量还高。”

村民交口称赞的，正是高标准建设的乡镇综合文化站。

文化站不仅服务好，而且装修时尚，功能布局合理。培训教

室、书法室、服装室、图书室等一应俱全，传统文化展、高科技

展、VR（虚拟现实）自行车骑行等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

长沙将全市文化站图书馆（室）和乡村图书馆（室）全部纳

入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根据需求及时流转更换，年更换图

书 32 万册，读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阅读服务。

以前，乡镇文化站可不是这个面貌——设施陈旧，服务跟

需求脱节等问题比较普遍。

针对存在的问题，长沙全面实施以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为重点的“公共文化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工程”。长沙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润葵说，长沙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文化民生，近年来连续将每年建设 100 个标准化村级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纳入十件民生实事工程。市级财政每年

安排 1000 万元资金专门用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档

升级，截至 2021 年底，已建成超过国家标准的乡镇（街道）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70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100 个，基层文化阵地由“有没有”向“好不好”“均不均”转变。

“年轻人喜欢来‘打卡’！”长沙县福临镇村民汪俊阳时常

来文化站参加活动，在他看来，“文化站很有意思！”

文旅融合背景下，长沙积极推进建设公共文化机构文旅

融合示范点。福临镇文化综合服务站优化设施功能、健全服

务项目，全新打造主客共享的新型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空间。

郭润葵说，长沙坚持重心下沉，建好基层公共文化机构，

让服务更加便捷、更有品质、更加多元，吸引更多群众走进来，

有所乐、有所得，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湖南长沙高标准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

家门口乐享文化
本报记者 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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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四川省屏山县大乘镇大乘社区村党群服务中心，一

场“公益电影+学习强国”活动正在举行，电影银幕上投影出

“学习强国”双人对战赛的答题界面，吸引了众多村民参与。

村民胡著国获胜后赢得了一份小奖品，兴奋地说：“第一次通

过电影大银幕比赛答题，有趣极了。”

提前到场的观众纷纷拿起流动农家书屋书架上的书籍翻

看起来，当晚放映的是科教电影《交通安全小故事》和影片《金

刚川》，受到群众欢迎。

近年来，四川注重发挥公益电影队伍和平台作用，围绕

公益电影主线，在形式上拓展映前宣传、志愿者宣讲、宣传

单发放、流动农家书屋等延伸服务；在内容上增加了党史学

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等多个主题。全省

22 条农村电影院线的 2500 多支放映队成立党史宣讲、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地质灾害防治等多支志愿服务队伍。

成都市每年给涉农社区居民放映上万场电影；雅安市建

立完善固定放映点，为群众“量身定制”主旋律电影；攀枝花市

为彝族群众送去彝语影片；宜宾市建立中影上罗红色教育影

院，打造“党建示范+乡村振兴+文化书屋+职工之家+妇幼之

家+休闲健身”的乡镇文化综合体模式。

2021 年，四川全面实施“菜单式选片”，推荐影片 220 部，

订购 1421 部，放映 52.6 万场，观影人次超 789 万。此外，宜宾

市还拍摄反映当地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生动实践的影片，形成

拍摄、出品、发行、放映“一条龙”，探索公益电影事业可持续发

展路子。

四川大力开展公益电影志愿服务

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潮头观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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