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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全面免费开放

早在 2003 年，福田区就提出打造“一公里文化
圈”的目标，10年间先后投入超过20亿元，完成了

“一公里文化圈”的硬件建设。目前，已建成市属重
大文化设施、区属主干文化设施、社区基层文化设
施三级设施网络体系，平均每万人拥有 2507平方米
的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辖区内，深圳图书馆、深圳博物馆、音乐厅、
中心书城等标志性文化设施鳞次栉比；社区文化活
动室和图书馆覆盖率均为 100%。7 个区级文化馆，
分别打造成戏剧、舞蹈、音乐、书画、钢琴、梦工
场、市民文化会馆等主题馆，实现全面免费开放，
满足市民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全区104个公共图书馆

（室），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 2.32 册，位居全国前
列，达到每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的国际标准；全区
有 6 个社会投资博物馆、10 个街道文化站、88 个社
区文化活动室、50个各类文化广场，其中，区文化
馆为国家一级馆和省特级馆，区图书馆为国家地市
级一级馆，10个街道文化站有8个省特级站，另有2
个全国特色文化广场和2个省十佳文化广场。

◉服务优质化多元化普惠化

福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眼于实现文
化服务优质化、多元化、普惠化：根据中心城市群
众喜爱在绿地、花园开展文化活动的特点，实行

“一公园一特色”，打造了“莲花山大巡游”、“热舞
皇岗”、“书画笔架山”、“乐在梅林”、“花艺中心”
等五大主题公园文化场地；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居
住群体的不同文化需求，在国际社区建设凸显国际
化元素的东海城市文化广场，在下沙社区建设非物
质文化遗产广场，在中心书城建设艺术生态广场；
结合中心城区市民欣赏高雅艺术诉求较强的特点，
定向实施低票价工程，让普通市民也能进入高雅艺
术殿堂；面对外来务工人员迫切需要适应环境、增

长知识、提高技能的需求，实施“阳光培训工程”、
“工会读者服务工程”、“外来青工文化节”、“来深建
设者才艺大赛”等，使外来务工人员能便利参与各
自心仪的培训活动和文化艺术活动；推行“弹性服
务”，在 100多家公共文化场馆实行“延时服务、错
时服务”，以保证居民每天活动有场地，读书有去
处。

近年来，福田大手笔创办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化
元素的文化活动——每年举办世界舞蹈总会WDC国
标舞世界杯；与郎朗合作推动福田钢琴教育国际
化；举办深圳国际打击乐文化节、中国 （深圳） 标
准舞拉丁舞世界公开赛、法国文化周等国际性文化
活动；开展深港文化合作，如在图书馆设立香港文
献区，开展粤剧等民俗文化展演活动，深港联合开
展“4·23 世界读书日”活动，组织香港艺术机构来
深演出等。

◉引入社会资本办公共文化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福田区形成了充
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管理机制。福田区在全
市率先设立正处级事业单位——区公共文化体育发
展中心，统一管理区图书馆、文化馆等区属公共场馆，
实现了管办分离、政事分开。2012年，福田区设立了每
年 1亿元规模的宣传文体专项资金，用来购买公共服
务，撬动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形成
共建共享新局面；探求“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
用”的新型文化人才用人机制。

在引入社会资源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福田
区勇吃“螃蟹”：早在 2003 年首届中国·深圳标准
舞、拉丁舞世界公开赛时，福田区就率先探索、撬
动社会资源参与。到第 11届赛事，社会与政府的资
金投入比已超过 4∶1，堪称“政府小投入撬动社会
大市场”的经典范例。仅 2012年，福田区对外招标
的公益文化活动就有九大项，包括“精品演出进社
区”、“广场音乐会”、“外籍居民才艺秀”等，总场
次超过60场。

◉“十大功能区”打造文化服务升级版

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规划
中，福田区提出了重点打造包括“主题文化馆功能
区”、“图书馆阅读功能区”、“博物馆功能区”、“文
化广场功能区”、“公园文化功能区”、“地铁文化功
能区”、“现代戏剧功能区”、“公共艺术功能区”、

“街道特色文化功能区”、“数字文化功能区”在内的
“十大文化功能区”的“总目标”及系列“分目
标”。“十大文化功能区”带给市民的公共文化福利

“触手可及”——到2015年验收时，全区各街道文化
设施建设将实现“三个一”，即拥有一个文化站、一
个街道图书馆、一批文化广场；各社区文化建设将
达到“三个全覆盖”，即公共电子阅览室全覆盖、
2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文化活动室全覆盖、社区图书
馆 （室） 全覆盖，区、街道、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体系更加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均
等性、便利性、基本性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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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深圳市长许勤透露，国务院已批复深圳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圳成为国务院批准建设
的第四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时也是首个以城市
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圳申报建设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历时4年，最终获批，得益于深圳形
成的独特的创新文化氛围和“企业主体、市场主导、
政府主动”的创新模式。据悉，新的深圳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在诸多方面较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高新区
和上海张江这三个示范区不同，被喻为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升级版。

创新让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深圳是一座因创
新而生的城市，创新是深圳的生命根基，这座城市生产力跃升
的每一步都有赖于创新驱动。30多年来，深圳和深圳人靠不断
创新始终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人
以发行新中国第一支股票，敲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等一
个个的“率先”与“第一”引领了改革发展的潮流。进入21世
纪以后，深圳又以成立中国第一家文化产权交易机构，率先实
施“文化立市”战略等一个个“率先”与“第一”，将改革开放
不断推向深入。

“深圳观念”是深圳创新文化的标志。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提
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
励创新，宽容失败”等一系列创新观念，“闯”入一个个传统观
念的禁区雷区，引燃一个个振聋发聩的思想观念大爆炸：关于
特区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关于“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的大讨论、关于特区是否继续“闯”的分歧和争
辩……这些理念之争带来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关注的前沿突
破，使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进入了一个新境界，推动了深
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

“企业主体、市场主导、政府主动”模式激发无限创新
力。2013 年，深圳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首次突破了 1 万件，
连续10年居各大城市首位，占国内申请总量的48.1%。有媒体
总结深圳自主创新有6个“90%”现象，即90%的创新型企业

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
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90%的研发机

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
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这种现象凸

显了深圳企业在知识产权创
造和运用中的主体地

位 。 深 圳 形
成

按照国务院的批复，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总面积397
平方公里，是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涵盖了深圳市10个行政区和新区的产业用地，相当于
近35个深圳高新区，超过原深圳经济特区面积，可以说是再
造了一个“科技特区”。国务院批复还确定了示范区“创新驱
动发展示范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区、开放创新引领区、创新创业生态区”等“五区”发展定
位。深圳自主创新示范区除将享受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科技园
区先行先试的各项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外，国务院还特别支持
深圳结合自身特点，在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建设新型科研机
构、深港经济科技合作新机制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市长许勤在6
月13日召开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动员会上表示，深圳
要更高地举起自主创新大旗，加快建成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
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和先导，让各种创新的成果不断涌
现；要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加快建成科技体
制改革先行区，把科技体制改革同“五位一体”各领域改革
统筹考虑、一体安排，让各个方面改革都来为创新服务；要
争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优势，加快建成战略性新兴产
业聚集区，为特区发展赢得新优势；要以全球视野汇聚一流
创新资源，加快建成开放创新引领区，用好前海深港合作平
台，打造“深港创新圈”核心区；要全力营造最佳创新环
境，加快建成创新创业生态区，推进大学校区、科技园区、
产业城区“三区融合”，努力形成综合创新生态条件的“叠
加效应”。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深
圳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党
中央、国务院赋予深圳经济
特区的新使命。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除了得益于市场“无形之手”的
助推外，政府“有形之手”的紧密配合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成立专项基金，
不断加强创新制度建设，市财政科技投入每年保持稳定增
长。正是这种企业主体、市场主导、政府主动的创新模式，
才最终形成“千军万马齐创新”的局面。

创新生态成就创业天堂。6 月 11 日，被学界誉为“中国
诺贝尔奖”的陈嘉庚科学奖在北京揭晓，全国共有 5 人获此
奖，深圳就占了两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郑海
荣研究员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王俊分别摘取了2014年
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技术科学奖”和“生命科学奖”。获奖
者郑海荣认为，“今年获该奖的5人中，有两位出自深圳，这
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多年来深圳培育的独特创新环
境和创新生态的结果。”正是这种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
在深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创新大磁场，催生了华为、中兴、
腾讯、华大基因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目前，全市新增的创
业载体有176家，各类创业载体共有955家。根据最新数据披
露，按照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1062.89万计算，平均每9个
深圳人中就有1个在创业。深圳新登记企业数据和资料显示：
有近六成创业者是1980年后和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面对
着诸多动漫、游戏互联网创业公司，谁也说不准，几年后这
里是否会造就下一个腾讯？

深圳观念引领创新潮流深圳观念引领创新潮流

自主创新催生“深圳现象”自主创新催生“深圳现象”22

深圳经济特区新使命3

10年投入20多亿 文化设施无盲点

福田区构筑
■ 马忠煌 赵鹏飞

“社区的文化娱乐活动太多了，我每天唱歌跳舞打太极
拳，都忘记自己是70岁的人了……”家住深圳天健世纪花园
的王阿姨兴奋地说。王阿姨的家就在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
区。

这只是福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多年
来，福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始终走在全国前列。2003
年，福田率先提出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与国际接轨，以服务人
口、辐射半径为基准，以均衡覆盖、便利到达为原则，打造

“一公里文化圈”。十载耕耘，硕果累累。如今，全区基本实
现区、街道、社区三级公共文化设施无盲点均衡覆盖。

2004年，由中央文明办、文化部等主办的“四进社区”
现场会在福田举行；2005年，福田区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
文化先进区”；2013年11月，福田申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示范区通过评审，福田区代表深圳作为广东唯一入选
单位，获得创建资格。为此，福田区制定了《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规划 （2013—2015）》，全区
上下积极投入创建行动，展示“深圳文化、福田表达”。

别具一格的创建动员大会

广场文艺表演

环境优美的深圳科技
园聚集了腾讯等一大批创
新型企业

深圳华大基因与香
港中文大学成立跨组学
创新研究院

深圳科技园聚集了中
兴、联想等一大批科技创
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