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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格尔木市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按照“公益性、基
本性、均等性、便利性”总体要求，遵循“政府主导、城乡一体、共建共
享、多元发展”工作思路，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性、带动性、导向性、
科学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和文化品牌，加快构建“网络健
全、结构合理、发展均衡、运行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并
取得显著成效，为全市人民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2013
年11月6日，在上海市召开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
作会议，包括格尔木在内的31个城市（区县）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格尔木市成为青海省首个示范城市。

组织领导有力，规划制度完善

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格尔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创建工
作当成党政“一把手”工程来抓，制定了《全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和《全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工作实施方案》，及时召开动员大会、推进会、协调会、督办
会，层层分解创建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同时将创建工作纳入文明
单位创建考核及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为创建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保证。加强课题研究、制度设计，破解创建中的难题，学习借鉴先
进地区经验做法，建立了创建示范区专家咨询制度，依托专业院
校、专家学者完成了《格尔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架构与机制创新
研究》等4个重点研究课题，完成制度设计成果30余项。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健全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成果要让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两年来，格尔木市高度重视创建工作，设立了文化发展专项资

金，累计投入资金近2亿元，先后实施了奥林匹克中心广场、体育
场升级改造、社区文化设备配备及数字化图书馆等项目建设。目
前，全市共有文化馆1个 （部颁一级馆）、图书馆1个 （部颁三级
馆）、博物馆1个，影剧院4个，文化活动公园3处，大型文化广场
7处，会展中心1个；城区文化活动中心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4
个，社区文化活动室26个，村文化活动大院21个，农 （牧） 家书
屋40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市级支中心1个、村级服务点42
个，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2个。另外，挂牌命名石油系统、铁路系
统、盐湖集团等企业单位所属公共文化服务场所20余处。构建起了
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全市基本形成了“15分
钟文化圈”、“10分钟运动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围绕“一个品牌、两个依托”的工作思路，积极举办大型

节会活动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重点打造昆仑文化旅游艺术节、
“山宗水源—昆仑文化活动周”，山地纪录片节等品牌节会活
动。依托各类文化场所和专兼职文化工作队伍，开展激情广场
大家唱、百姓大舞台、文化协会交流竞赛、昆仑之星才艺大
赛、个人艺术作品展、图书展等活动；开展书画、舞蹈、音乐
等文艺辅导培训和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学习活动；大力开展“文
化三下乡”、电影“2131”工程，实现了基层文化活动经常化。
创建以来，共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50余场次、书画展11场
次、放映电影1500余场次；举办大型图书展2次，组织各类图
书数百万册。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积极引导群
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形成良性循

环发展模式。支持群众兴办社火队、老年合唱团等文化团体，
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采用活
动冠名、赞助以及为企业量身打造文艺演出的方式，积极引导
企业参与文化活动举办，努力形成“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企
业反哺文化”的发展模式。建立了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制
度，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及将军楼主题
公园等10余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实现天天免费开放，群众参与
面不断扩大。

公共文化服务特色鲜明

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文化社区 （乡镇） 建设成效明显。
按照“一个社区 （乡镇） 一个特点一种模式”的文化建设理念，
着力打造特色文化社区和文化乡镇，使公共文化建设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创出特色。依托企业共建，打造文化场所特色社区；
依托社会管理资源，打造文化管理先进社区；依托村居联建，打
造文化活动经常社区；依托现代技术，打造文化传播便捷社区；
依托地域文化，打造文化建设品牌乡镇。结合城市特点，深入开
展文化进军营、进企业活动，把军民文化、地企文化共建共享作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文艺、图书、电
影进军营，各类慰问演出和才艺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对企业
文化活动和文艺骨干的指导培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企业文化活
动积极分子和志愿者队伍，企业已成为全市文化活动的一支重要
力量。

如今，格尔木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得到大幅度提
升，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的真实
举措让百姓的“幸福指数”得到了提升。

将军楼免费开放将军楼免费开放将军楼免费开放

文化下乡文化下乡

社火表演社火表演社火表演社区培训社区培训社区培训

那达慕那达慕

书画展书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