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产 业 2016年1月6日 星期三 1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

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的强大力量。近年来，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蓬勃发

展，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

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一

系列重大公共文化工程的实

施，为百姓献上了内容丰富的

文化大餐，也将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传播到广大群众的内心

深处。

当前，我们并没有满足于

“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

综合文化站”的基本建设目

标，而是正在布局建设覆盖城

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借助

互联网以及各种移动通信手

段，打通了边远地区群众享受

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加大

投资力度，创新服务方式，有

效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

面，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也在稳

步提升。

不过我们还应意识到，随

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基层群众的文化接触面越来越

广泛，对文化内容质量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但一些地方对本

地区居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偏

好认识不到位，在公共文化服

务上大包大揽、搞“一刀切”式

的行政命令。有的乡镇图书馆堆满了捐赠的库存书和过

期刊物无人借阅；文化下乡也只是翻来覆去的几部旧戏

和几场旧电影；一些小城镇不考虑展品情况而盲目建设

博物馆、美术馆，因吸引不到高水平的展览而门可罗雀

⋯⋯尽管这些问题并非普遍现象，却依然向我们敲响了

警钟：在实施各项文化工程、布局各类文化服务时，各级

政府机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公共文化举办的目的是什

么、服务的对象是谁。应当让“送下去”的文化“接地气”，

将关系百姓的文化民生落实到位。

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首先应该从培育市场主

体入手，因为市场才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政府在

充分了解群众所需所想的基础上，通过向社会文化团体

购买服务来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这一方面可

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百姓需求与公共文化服务错位问题，

又能够扶植民间文化团体，鼓励他们创新节目内容，生产

出大众喜爱的文化产品。这种“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

菜单化服务方式，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广大群众

的文化需求有效衔接，真正形成了良性互动。

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还可以借助互联网、新媒

体作为有效手段。当今社会网络科技如此发达，借助手

机即可实现网上冲浪，获取自己需要的各种信息。但是

纷繁杂乱的网上内容也为人们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设置了

种种障碍，尤其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知识性的内容，还

没有一家网站可以免费提供。各级文化机关可以通过升

级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网络，依托公共图书馆、文化

信息共享工程各级中心等，将人人持有的手机作为终端，

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检索服务。

此外，各地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一定要慎之又

慎。一些地方将大量公共文化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

设中，将建成场馆的数量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成绩”。

岂不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是服务，再豪华的

场馆没有优质内容也只能唱“空城计”。因此，各地在硬

件设施的建设上首先要进行先期调研，再结合城镇化建

设实际进行规划实施。像大型图书馆、影剧院、文化中

心、美术馆、音乐厅等标志性文化设施的建设，一定要功

能优先、经济适用，避免出现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文化惠民工程”是全国人民物质生
活水平快步提高之后实施的一项伟大工
程，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
项重大举措，也是一项惠及全国人民，普
及大众文化的工程。近年来，我国政府十
分关心基层文化建设工作，广播电视村村
通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农家书屋工程和电视进万家工程等一系
列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重大文化惠民工程
走进了千家万户，也用丝丝温暖和关爱润
化着人们的心田。

文化暖心利民生

到 2015 年底基本完成广播
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基本
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

“这个村民小组地处深山，信号弱，以
前常常为收看电视发愁。自从 2015 年 6
月全部光缆入户安装到位，情况就大不一
样了，村民现在可以收看 42 套电视节
目。”王孝是安徽合肥庐江县柯坦镇广播
电视服务部的负责人，他对柯坦镇分水村
虎山村民组的收视变化了如指掌。

在安徽安庆岳西县中关乡，当地人将
“村村通工程”安装的电视接收器称作“小
锅”。“2015 年 3 月份装上的。一根电缆
线连着‘小锅’和电视，我们足不出村就可
以了解到国内外的大事小情，还能了解更
多的致富信息。”京竹村黄冲组村民朱长
海说。

安徽省致力于将文化民生工程当作
民心工程，“十二五”期间，该省启动广播
电视“村村通”工程，从 50 户以上聚居地
往 20 户以下推进，以有线电视、直播卫星
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解决偏远地带的

“盲村”难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6 月底，安徽省
5640 个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经
全部开工，其中 4896 个村已完成建设任
务，完工率达 86.8%。

听广播、看电视是老百姓最基本、最
直接的文化生活需求之一。为进一步巩
固和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建设，根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在 2011 年联合编
制印发了《全国“十二五”广播电视村村通
工程建设规划》。

《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村村通工
程 建 设 目 标 任 务 是 ，将 偏 远 农 村 地 区
82.4483 万个新通电行政村和 20 户以上
自 然 村 、20 户 以 下 自 然 村“ 盲 村 ”及
48.8813 万个林区（场）“盲户”的广播电
视覆盖纳入实施范围，加强转播中央广播
电视节目的 1229 座高山无线发射台站的
基础设施建设。到 2015 年底，基本完成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逐步改善
服务农村的高山骨干无线发射台站基础
设施条件，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

传播便捷通四方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覆盖
全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
地市级以上平台搭建完成

在数字时代，文化传播有道，魅力有
增无减。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
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
还满足了人们在“互联网+”时代对文化
的需求。

“在 2015 年 4 月 23 日第二十个世界
读书日到来之际，国家图书馆正式推出了

‘国图公开课’，广大读者搜索到主页，无
需登录就可以直接访问观看。”国家图书
馆副馆长魏大威介绍，国图公开课为人们
提供大规模延伸阅读资源，并结合最新热
点和读者需求，不断策划知识密度高的课
程内容。在目前所开设的课程中，“汉字
与中国文化”“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等都
拥有大批文化“粉丝”。

国家图书馆还牵头建设数字图书馆，
多年来持续开展数字资源的共享，现在已
经通过虚拟网共享超过了 140TB 的资
源。全国已连通虚拟网和专网的省市级

图书馆均可免费获取这些资源，并在文化
部 公 共 文 化 司 的 统 筹 下 ，组 织 了 总 量
4TB 的数字资源，计划面向全国县级以
上基层图书馆推送。

与此同时，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也将“触角”延伸到基层大众。在海南
省海口市定安县，该县图书馆专门开设了
课程班，邀请海南省图书馆的 3 位老师授
课，内容包括文化共享工程的概况、边疆
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服务与技术、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计算机基础、数字资源
采集及摄影专业知识等。

“学员来自全县 10 个乡镇文化站负
责人、管理人员及村邮服务站示范点的管
理员。”该县文体局副局长符中华说，开班
的目的是让学员们进一步明确文化共享
工程建设的意义，了解基层服务点开展工
作的要求，基本掌握共享工程设备的使用
方法。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建成省、市、县、
区、镇、村 6 级网络，地市级以上的平台已
经搭建完成。”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司长
陈彬斌表示，这一过程中公共服务文化模
式也有所提升，并打造出一批品牌，如共
享工程、云南网培学校、上海嘉定云等，惠
民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香飘逸满家园

如今的农民除了关注科技致
富，也会注重文化素质和生活品
位提升

“泡书吧”正在成为天津滨海新区农
民 的 生 活 新 风 尚 。 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许克勤和其余 6 名农民一起，在茶淀
街温暖的农家书屋里，以看书的方式度过
了该年度的最后一天。

医学类、法律类、文史类、农技类⋯⋯
各类图书整齐地码放在书架上，层层分
类。许克勤告诉记者，他来书屋学习是对
法律方面的知识感兴趣，而且学以致用，
已为村民成功调解多起纠纷。而在滨海

新区，这样的书屋已有 200 多家，实现了
行政村全覆盖。每个书屋配置图书约
500 种近 1500 册、报刊 30 余种，包括农
业实用技术、农村致富经验、政治法律、文
化教育、文学艺术和少儿读物等，解决人
们读书难、看报难等问题。

农家书屋好不好，图书选配很重要。
为了能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让图书选得
上、看得上、用得上，各地采取了一些尝试
和探索。比如，在湖北鄂州举行的首届农
民读书节暨农家书屋选书读书赶集会，千
余名乡亲来到鄂城区汀祖镇丁祖村下门
湾，赶“书集”，看报纸，猜谜语，获赠书。
小小村落书香四溢。

“你选书，我买单”，在那次的赶集活
动中，凡是被农民选中的由全国各出版单
位提供的新版样书、样报、样刊，都被列为
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的重点对象。
鄂州市蕲春县刘河镇镇长丁珍桃对热闹
的场面很是感慨，“这种赶集活动有意思，
文化味浓，合人心，希望能多办”。近年
来，湖北省还先后在随州、蕲春、洪湖等多
地举办过农家书屋选书读书赶集会。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如今的农民除了
关注科技致富，也会注重文化素质和生活
品位的提升，所以书屋配书还需考虑他们
补充知识、开阔视野、享受生活的需求。

“10 年来，农家书屋从无到有，全国
60 万个农家书屋共配送图书 10 亿多册，
从提供的图书总量来看，农家书屋已经
超过 2014 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 8.5 亿册
的馆藏量。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也从农
家书屋实施以前的人均 0.13 册增长到人
均1.25册。在缩小城乡文化差别、破解城
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文化协调发展上迈
出了坚实步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
局长阎晓宏说，“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任务
完成后，重视并着力解决管理使用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是摆在面前的新任务”。

均衡投入保障机制，到位财政配套资
金，提高书屋使用效率，同时尊重农民阅
读习惯，满足大众阅读需求，相信随着农
家书屋服务的升级，亿万农民将更加便
利、实惠地享受到文化繁荣发展的成果。

“没想到能亲眼看到这么多有名的演
员，今天比过年还开心！”近日，在“‘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走进山东海
阳”现场，西古现村村民们激动地说。海阳
的首场演出是由国家京剧院带来的经典

《四郎探母》，原本容纳 400多人的海阳“大
秧歌剧院”临时增设了 140 把座椅。剧场
座无虚席，观众掌声不断，连连叫好。演出
团队随后又奔赴庄上村等地，真正将国粹
带进农村。剧目《武家坡》《坐宫》以及《名
家名段演唱会》的真情呈现在寒冬中温暖
了村民的心。

观众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此次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将分层级、分
类别组织实施，中央、省、市、县各级文化艺
术单位要送戏、送电影、送图书到村镇、社
区、厂矿、军营等，还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
文化活动，各级各类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也将通过开展流动服务、联
网服务，举办展览、知识讲座等方式，为群

众提供文化服务。此外，各级各类广播电
视台和网站要推出一批小品、相声、影视剧
等节日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推出一批主题
鲜明、群众喜闻乐见的音视频、春联以及其
他文字作品。

走进基层，接了地气的“文化人”，接近
了百姓的心，也会深切体会到艺术与生活
的血肉联系。在“‘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活动”为基层献上一道道“文化大
餐”的同时，国内各大艺术院团的文艺工作
者也将文化和文艺事业改革创新的成果奉
送到千家万户，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唱响“中
国梦”。

近年来，在“文化进万家”活动中，已经
有越来越多的院团注重“送文化”和“种文
化”并举，培育发展本土文化，由此迸发的
文化种子激发出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据
悉，2015 年 8 月，国家京剧院就与海阳市
京剧团签订了对口帮扶合作协议，这是国
家京剧院首个合作的县级艺术团体。通过
帮扶合作，基层的艺术剧团有了长足发展，
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得以丰富。

2016 年第一天如何度过？有不少
农民选择了“泡书吧”这样的特殊方式。
记者了解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
日下发《关于元旦春节期间发挥农家书
屋作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通知》，要求
各地农家书屋在 2016 年元旦春节期间
保证正常开放，每周开放不少于 5 天，每
天不少于 4 个小时，有条件的地方要延
长开放时间。

农家书屋不仅节日期间“不打烊”，
还会增加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
动。《通知》指出，元旦春节期间，外出农
民工和放假学生集中返乡，农民群众闲
暇时间较多，文化需求旺盛，各地要认真
做好农家书屋的开放使用工作，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多种形式的宣
传吸引农民走进农家书屋。

在惠民文化工程的实施下，基层农民
享受到更多精神文化大餐，城市里的朗朗
读书声也越来越响亮。人们的文化行为
和消费模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在“书虫岛”做有趣的英语游戏，在

“绘本魔立方”制作出属于自己的绘本，
在“科学达人营”愉快畅游科学世界⋯⋯
日前，有不少孩子前往北京朝阳区规划
艺术馆，在“阅读小镇嘉年华”的精彩活
动中流连忘返。这里正是第三届北京惠
民文化消费季·北京家庭阅读季的活动
现场。北京市文资办副巡视员杨永安介
绍，本次家庭阅读季以“阅读小镇嘉年
华”的封闭空间模式开展，融合戏剧、音
乐、表演等元素，是颇具新意的尝试。

“现在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希望孩子
能拿起真正的书本，培养起阅读的习
惯。”不少家长十分肯定家庭阅读的活动
主题。在阅读空间体验了各种经典图书
之后，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大增，他们渴望
拥有更多好书。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还利用重点
商圈、书店、绘本馆等场所开展特色活
动，营造适合不同家庭成员同时参与的
阅读文化消费氛围。三联书店、西单图
书大厦等纷纷推出优惠购书活动，开展
惠民文化消费阅读体验活动。

下 乡 演 出 创 意 连 连
敦 临

农 民 书 屋 书 声 琅 琅
本报记者 李 哲

公共文化服务需打通

﹃
最后一公里

﹄

李

丹

过去一年间过去一年间，，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效显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有效提升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让老百姓享受高质量文化生活让老百姓享受高质量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金 晶晶

本版编辑 梁剑箫

送文化 下基层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①近日近日，，在呼和浩特开发区沙尔沁中心学校在呼和浩特开发区沙尔沁中心学校，，百人百组百万人带动工程戏曲组成员乔莲百人百组百万人带动工程戏曲组成员乔莲

莲为喜爱晋剧的学生画脸谱莲为喜爱晋剧的学生画脸谱。。 王王 正正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②②日前日前，，文艺工作者在江苏省盱眙县天泉湖镇为群众表演文艺工作者在江苏省盱眙县天泉湖镇为群众表演。。 周海军周海军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③③近日近日，，北京大兴区的群众演员在演唱歌曲北京大兴区的群众演员在演唱歌曲《《我的大兴我的梦我的大兴我的梦》。》。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欣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