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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鄂尔多斯采访，直观感受是

其地域辽阔。为了采访两户治沙

群众，吉普车奔忙了一个下午。晚

上和乡镇同志谈起这段行程，才知

道我们只走了一个嘎查（村）。在

这样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文化建

设，本身面临很多特有的挑战。然

而，鄂尔多斯公共文化服务却搞得

风生水起。他们提出公共文化服

务建设的“标准化”，就是说城乡一

个 标 准 。 这 个 标 准 是 如 何 达 到

的？一番调研采访之后，我们感到

就 在 一 个“ 动 ”字 上 。 文 化 部 门

“动”起来，文化建设“动”起来，让

文化也“动”起来。

鄂尔多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

是构建起来覆盖乡村的服务网络。

这是文化部门和全社会“动”起来的

结果。政府和社会投入了不少财力

物力，才有了这个网络。而有了这

个网络，文化服务就有了抓手，城乡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了物质基础。

鄂尔多斯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

坚持了“标准化”要求，保证了最基

层的文化建设有了一个阵地，同时，

这也是最基层农牧民们开展文化娱

乐活动的场地。采访期间，我们在

多个旗县，都听到群众对这项举措

的赞誉。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化

建设投入力度在不断加大 ，各地

在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上都投入

了很多财力和精力。但有了基础

条件 ，仅仅是公共文化服务走了

一步。公共文化服务能不能满足群众需要，还得要看“下

一步”。

这个“下一步”就是让文化“动”起来。鄂尔多斯公共文

化服务的关键正在于此。首先是基层文化活动场地上有了

文化活动积极分子。他们不仅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为每

个嘎查的管理室配备管理人员，而且培养了很多草原文化

户和民间文艺团体。这些文化户和文艺团体才是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中最动人的风景。他们星光闪烁在广阔的草原

上，让文化服务网络覆盖到的地方，都有了生动而富有地域

特色的文化活动。

更重要的是，鄂尔多斯探索出了一条让文化资源“流

动”起来的机制。全市配备流动电影放映车等设备，而且

借助现代数字技术，把城市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设备向乡村

延伸，构建起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等城乡文化交流机

制。这种“流动”超越了地理距离的局限性，保证了文化

资源在广阔的草原上“流动”起来。这正是鄂尔多斯给我

们的有益启示。

建好活动场所，让文化在城乡“落地”

歌舞从来就是草原儿女最擅长的。人
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但到
哪里去唱歌跳舞，是一个现实需求。建好文
化活动场所，才能让人们有一个进行文化活
动的“好去处”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有一个向阳社区。54 岁的杨凤
每天早早来到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旁边的文化活动室。她
打开活动室大门，还不等收拾完，她的那些姐妹们就来
了。早上七点半，记者来到活动室的时候，她们已经跳了
两轮舞，正在“中场休息”。

2014 年杨凤带头注册成立了农家乐艺术团，现在已
经吸收了 50 多名“团员”，年龄最小的 32 岁，最大的 72
岁。70 岁的贺金凤和儿媳妇都在这个艺术团里。她说：

“一起跳舞唱歌，我们的婆媳关系可好了！”
向 阳 社 区 是 2008 年 由 附 近 几 个 村 子 搬 迁 来 之

后组成的。2009 年，杨凤组织新的街坊邻居结队扭
秧 歌 ，2013 年 又 开 始 学 习 跳 舞 ，2014 年 注 册 成 立 了
农家乐艺术团。社区居民来自不同村庄，但相处融
洽 。 艺 术 团 每 天 早 晨 6 点 就 开 始 训 练 ，通 常 要 到 8
点 才 结 束 ，如 果 是 农 闲 时 节 ，她 们 跳 舞 唱 歌 的 时 间
还要长一些。

“以前最担心的是找不到练习唱歌跳舞的场地。”杨
凤说，这个问题最近两三年已经解决了。鄂尔多斯市政
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紧盯活动场所建设。2014 年
以来，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超过 1000
个。这些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免费开放,常年开展全民阅
读、文艺表演、展览展示等文化活动。

鄂尔多斯公共文化服务中有一个说法是：标准化
建设。他们确定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包括
保障标准、服务标准和评价标准 3 大类 16 个项目、
60 个 具 体 标 准 。 人 均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数 量 、 服 务 半
径 、 数 字 化 设 备 设 施 等 方 面 均 高 于 中 西 部 平 均 水
平，达到我国东部地区水平。全市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 项 目 所 需 资 金 均 纳 入 各 级 财 政 预 算 ， 构 建 起 以
市、旗两级为骨干，苏木 （街道）、社区和嘎查为基
础，农牧民家庭文化户和民间文化组织为延伸的五
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这个网络既是一个文化管理和活动组织网络，也
是一个以场地为支撑的文化场地网络。他们完善了苏
木乡镇综合文化站“十个一”标准和嘎查文化室“四
个一”标准。“十个一”标准是指一个藏书 5000 册以
上的图书阅览室；一个配置 20 台以上电脑的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服务公共电子阅览室；一个文艺排练室；一
个棋牌游艺室；一个展览陈列室；一个体育健身活动
室；一个集影视文艺演出、会议讲堂于一体的多功能
厅；一个大型文体活动广场；一支业余文艺队和一辆
流动文化车。嘎查文化室的“四个一”是指一个图书
阅览室 （草原书屋）；一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
务点和公共电子阅览室；一个包括文艺、游艺、健身
活动的综合活动室；一个集看电影、看演出、体育活
动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广场。

有了文化场所，还要有人管理才能运转起来。鄂
尔多斯市在城乡基层文化活动场所管理上，也进行了

不少探索。他们出台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
度，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鄂
尔多斯市推行“旗聘、乡管、村用”工作机制，为
每个嘎查文化室至少配备了 1 名管理人员。各个旗
县也结合自身实际，形成了不同的管理优势。乌审
旗跨行业、跨部门组建“文体特派员”“文化协理
员”，伊金霍洛旗派出“文化指导员”，东胜区派

“文化使者”服务乡村文化建设。这些人员为基层
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了场地，有了专门为文化操心的人，群众文
化活动就不断丰富起来。“百日广场文化活动”“节
庆文化日”“乡村文化节”“农牧民文化日”等文化
活动，是这些场所年年举办的重点文化活动。草原
上的人们天然地喜欢唱歌跳舞，这些覆盖城乡的公
共文化活动，让鄂尔多斯草原一年四季都有歌声飘
出，深受农牧民欢迎。鄂尔多斯市还组织群众文艺
工作者创作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每年都
在 1000 件以上，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 5000 场次
以上。

完善管理机制，让文化在草原“流动”

草原是广阔的，农牧民像星星一样
散落在草原上。让他们享受到公共文化
服务，除了建设覆盖城乡的“网络”，还得
让文化“流动”起来

哈斯格日乐图是乌审旗乌审召镇巴音陶劳盖嘎
查的一个草原文化户。“当上文化户后，我每年都
举行活动，吸引大家来。”他说，活动日期通常是 3
月份的妇女节、5 月份的青年节、6 月份的剪羊毛比
赛和春节。“活动很热闹，有时候还要邀请民间艺
人来进行文艺演出。”他们家专门有一栋房子来举
办文化活动，一面墙都是书。房子中间放置很多座
椅板凳，供人们聚会的时候用。一个文化户就是一
处农牧民聚会的地点。

草原文化户是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
一个重要支点。政府把这种星散在辽阔原野上的群
众活动，纳入到公共文化活动中，纳入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这些年，他们每年都安排专项资金进行扶
持。有了政府推动，草原文化户在各个旗县衍生出
不同形式，成为草原上一道美丽风景。鄂托克旗推
出“蒙古包文化工程”，为文化大户配备蒙古包和
文化活动器材；鄂托克前旗组建了“千人四胡演奏
队”“千人三弦演奏队”和“千人筷子舞队”；乌审
旗 组 建 了 马 头 琴 交 响 乐 团 和 “ 千 人 马 头 琴 演 奏
队”，还有近千支“文化独贵龙”、民间艺术团、民
间文化协会遍布全市，文艺型、科技型家庭文化户
已经有了一万多户。

鄂尔多斯土地面积宽阔，人口居住分散。文化
建设要想最大限度地覆盖农牧民，就得让文化“流
动”起来。鄂尔多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
致力于文化“流动”，想出了很多办法。全市各级
公共文化单位和基层文化站配置了 111 辆流动文化
车、74 台流动电影放映车和 1030 套乐器、灯光、
音响设备，这些“流动设备”把现代化的数字文化
产品送到草原牧民中间。他们还建起了流动图书
馆、流动文化馆、流动文化站、流动博物馆和流动
电影站，将图书、展览、电影、小型文艺演出等定
期送到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全市 6 支乌兰牧骑与
东胜区演艺集团、准格尔旗漫瀚调展演中心每年为
基层巡回演出均达百场以上。

数字化技术为文化插上了“流动”起来的翅
膀 。 鄂 尔 多 斯 市 加 快 公 共 文 化 的 数 字 化 服 务 建
设，让文化延伸到草原的各个角落。他们建设了

“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管理平台”，实施了“数
字 文 化 走 进 蒙 古 包 ” 工 程 。 鄂 尔 多 斯 图 书 馆 有

“掌上图书馆”，通过手机 APP 便捷化办理图书借
阅和数字资源查询等服务。自助图书馆成为这个
草原城市的一道风景。他们设立 6 个“城市街区
2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馆 ”， 每 个 自 助 图 书 馆 可 容 纳
1000 册图书，免费向市民提供自助借书、还书、
申办新证、预约、查询等基本服务功能，实现了
图 书 馆 的 地 点 延 伸 、 时 间 延 伸 、 窗 口 服 务 延 伸 、

资源延伸和网络延伸。他们还与新华书店、京东合
作开通了线下、线上“你阅读，我买单”图书采购
模式，把图书采购权下放到读者手中，所有费用由
图书馆承担，读者在规定期限内归还。

打造文化精品，让文化留在心中

文化精品产生影响力。打造文化精品，
才能提升一个地区的文化实力，产生持续的
文化影响力

鄂尔多斯因矿业而兴，但是今天正在成为一个“文化
之城”。在康巴什区，书籍造型的鄂尔多斯图书馆和矿物
质构造模样的博物馆，已经成为标志性建筑。即使在旗
县和乡下，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类型的文化建筑。

伊金霍洛旗龙虎渠村是一个 500 多户 1300 多口人
的村庄。在村委会旁边有一个村史展览馆，小小的房
间内，展示着这个村落的历史，还收藏了很多农牧
业生产生活的工具。乔平是这里的包村干部。他介
绍，外人来到村里，都喜欢到这个小屋来看看，“就
是村里人，有空也爱到这里转转，回味一下过去的
生活”。

与龙虎渠村的“村史小馆”不同，我们在乌审旗的乡
间看到一个巨大的“书敖包”。

乌审旗乌兰陶勒盖巴音希里嘎查有一个高出地面
的土堆，当地人叫做古日班胡都格梁。书敖包就在这
个格梁上，远远地可以看到一堆石头，而每块石头上
都用蒙古文刻写着一本蒙古文书籍的名字。每年农
历四月十三日，这里都要举办盛大的“祭敖包”活动，
人们恭敬地把刻有书名的新石头送到敖包上来。

蒙古文图书敖包与旁边的毕力贡仓蒙古文图书馆、
毕力贡仓蒙古文图书出版印刷博物馆、巴音希里牧家乐
公共组成一个特色文化园区。这个文化园区由阿拉腾毕
力格和哈斯毕力格兄弟俩创建。哈斯毕力格告诉我们，
这里的蒙文藏书已经有 1.6 万多种。每年夏天都有人住
在这里进行研究和创作。书敖包上已经有 3000 多块刻
好书名的石头。

在建设了一批散布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
鄂尔多斯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化精品，使富有地域
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越来越有影响。文化部门创作
编排了 《森吉德玛》《库布其》 等大型民族舞剧，驻
场演出，服务群众。仅去年，鄂尔多斯市就新创剧节
目 （包括晚会） 12 台，新创音乐、舞蹈、曲艺、小戏
小品等作品 150 多件，获得自治区级以上奖项 57 项。
其中，舞剧 《森吉德玛》、舞蹈 《和谐四瑞》 入选
2016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音乐短剧 《血染蒙
古袍》 等 3 部作品入选第十三届草原文化节优秀展演
剧目。他们还举办了全国中老年合唱交流活动、自治
区原创民族舞蹈展演、自治区戏剧曲艺节、全市专业
艺术团队文艺汇演等艺术赛事。

文化精品带动了文化产业发展。这些年来，鄂尔多
斯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被文化部确定为国家首批文
化消费试点城市。“开印吧”云印刷、“云中艺城”艺术
大数据、万家惠欢乐世界等一批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投入
运营，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和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深
入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促进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
要推动力。

“今年政府有讲究，全旗上下搞旅游。”
“人逢喜事精神爽，搞旅游派上了大用场。”
“政策对路咱显身手，幸福的日子咱有奔头。”
⋯⋯
我们在内蒙古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向阳社区赵秀华老人

的家里，看陈三明和高引弟两位老人唱他们自编自演的二
人台短剧。尽管台词并不精当，茶几沙发占了房间空地的
大半，但两位老人唱得认真，操着乐器伴奏的几位老人吹拉
弹，也很投入。

团里年岁最大的老人叫李有明，已经 74 岁了。他说：
“我们搞活动就是为了一个乐字，给群众演出，我们乐，也让
大家乐，是好事。”

这 个 艺 术 团 的 领 头 人 是 赵 秀 华 ， 已 经 68 岁 了 。
2005 年她就是内蒙古民间艺术协会会员了，这些年一直
活跃在基层，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组织者。赵秀华家
是镇里的文化户，前几年她又团结 11 位老人，领办成立
了二人台艺术团，还组建了一个 12 人的武术队。这些年
来他们自编自演，宣传党的政策，歌唱过禁牧政策，唱
过“伊利资源天下传”，还唱过养老保险政策、防沙治
沙举措等。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下乡演出了 6 场。”赵秀华老人
告诉记者，听说哪个村里有喜事或者大家聚了起来，他
们就会赶过去演出。镇政府文化部门对他们有一些补
贴政策，他们下乡演出条件也好多了。“不论去哪个村演
出，也不管走多远，我们都不收费”，赵秀华说，演完了之
后他们就回来，“只要群众乐了，我们就高兴”。

独贵塔拉镇文化站站长路瑞芳介绍，全镇像这样的文
化户有 21 户，他们大都生活在牧区，是镇里文化活动的积
极分子。

草 原 处 处 闪 烁 文 化 之 光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魏永刚

土地辽阔、居住分散是鄂尔多斯市人

口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8.7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居住着205万人。公共文化服

务任务重，难度大。2014年 9月，鄂尔多

斯被文化部确定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试点地区。他们将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

与精准扶贫和惠民工程结合起来，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让辽阔草原到处都

能感受到文化之光。近日，记者来到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对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开展调查。

核 心 提 示

让文化

﹃

动

﹄
起来

魏永刚

文化户的“家庭演出”
本报记者 魏永刚

乌审旗的书敖包，石头上刻写着蒙古文书籍的名

字。 本报记者 魏永刚摄

本版编辑 代 明 董 磊 王宝会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那达慕广场上的马术表演，马

文化在当地备受群众欢迎。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鄂尔多斯大剧院和鄂尔多斯文化艺术中心大大丰富了鄂尔多斯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向阳社区文化户赵秀华在家里表

演节目。 本报记者 魏永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