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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构建和完善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文化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基于此,文章就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策略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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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sperous culture leads to a prosperous country and a strong culture leads to a strong nation.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has become the cultural support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larified the long-term goal of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2035, 

including "build a country that is strong in culture, education, talent, sports, and healthy China, national quality and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reach a new height, and the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studied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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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

家园。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共性与公益

性,是由政府力量主导,社会力量参与,

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的

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

及其他相关服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把握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内涵与特征,遵循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客观规律,从佳木斯市市

情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际

出发,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对于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和把佳木斯市建设成为“文

化之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难点所在 

1.1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面向的对象,在

年龄、学历、兴趣、审美等方面存在巨

大的差异。一方面是基层群众对于公共

文化服务的诉求多样化,另一方面是基

层公共文化机构及人员数量偏少,能够

提供的文化服务有限,加之基层群众对

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诉求急剧猛增,供求

两者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特别是随

着互联网在基层地区的全面覆盖,也让农

民群众通过智能手机、数字电视,认识到

更多形式的文化活动,更加多元的文化产

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政府有关部

门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也会提出新的

要求。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尽可

能的满足农民群众对于多样化精神文化

生活的诉求,也成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2经费投入不足 

城市发展当中,公共文化建设使其

核心主体,应该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

务,但实际上,经费投入不足已成为影响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我

国各级财政部门对文化建设经费的投入

在不断增加,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

基层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不断推出政

策来促进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建设。但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在一些经

济欠发达的地区,很少地方能达到文化

部提出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投入经

费的标准。虽然各级财政投入逐年增加,

图书馆、文化站、农家书屋、农村电影

放映等各项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在不断

推进,但目前乡镇文化站和农家书屋资

源匮乏,体育广场和活动场地不能满足

居民需求等问题也切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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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层文化服务机制有待完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表现出了多样化和多层次化的

特点,这种多样化文化需求特征的出现,

让以群众文化需求特点为导向的文化服

务供给模式成为了新时期的一种理想化

的服务模式,但是从我国基层文化服务

机制的现状来看,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

传播受段缺乏有效创新的问题,已经让

文化服务工作表现出了一种落后性的特

点。在公共文化社会化运作机制的构建

过程中,相关扶持政策的不完善,让社会

力量难以真正参与到这一体系的建设之

中,因此,对政府的过于依赖,也成为了

我国基层文化服务机制在现阶段所表现

出来的一个主要问题。 

1.4在团队建设方面,专业人才稀缺

且不稳定 

在基层公共文化机构,特别是乡镇

文化站和农村文化室,除了普遍存在的

基层公共文化工作者人数不足的问题外,

大部分员工是兼职员工,许多科学技术

工作者是大学生村官员兼职的,由于缺

乏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缺乏职称,培训机

制不完善,基层文化人才素质还不高,员

工流失现象比较突出。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团队的严重短缺和人才的缺乏,直接

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供应不足,管理水平

低下的问题,影响到服务工作的正常发

展,使得缺乏艺术和科学专业人员的情

况更加突出,造成人员流失更突出。 

2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的策略 

2.1供给主体的多元参与 

供给主体的多重参与意味着传统的

公共文化供给方式需要改变。构建政府

扶持、市场服务、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

参与的服务供给形式,实现服务供给主

体多元化。各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的供给,优化内容、对象和手段,通过

互联网平台达到资源对接和整合的高效

化。例如,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指定代理和公共文化服务开放经营,

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及时掌握公众的公共

文化需求,获取有效信息数据,在此基础

上设计与制定服务“菜单”。 

2.2打造数字化人才队伍 

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过程

中,优质的人才队伍能够对建设质量的

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在公共文化服务模

式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下,各文化服务场

馆愈发重视工作人员的数字化技术水

平。因此,一方面,工作人员应当转变传

统的服务思维,积极主动地提升图片、

视频等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处理能力；另

一方面,文化服务场馆也应当为工作人

员提供数字化技术培训,提升工作人员

的数字化设备操作熟练度与数字化文

化资源开发能力。此外,文化服务场馆

还应当通过科学的奖励政策加大专业

人才引进力度,对于一些数字化技术过

硬的专业人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年

龄等方面的要求。 

2.3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

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

重要制度设计,也是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的重要途径,政府有责任向社会成员提

供大致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推动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

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

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可

见,目前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已

迫在眉睫,探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的思路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直接影响

广大老百姓文化权益的 低保障。 

2.4善政府职能 

首先,县域政府要提高对文化工作

的重视程度,加大对文化的资金投入,促

进教育部门与文化部门的协作配合与资

源共享。其次,县域政府要发掘并打磨新

的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教学体验、数字

影像交互展览、新媒体网络传播等内容

纳入文化服务,使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从

存量导向转为增量导向。县域政府还要

加强对民间文化活动的鼓励与扶持,让

文化从以政府主导的、偶然性的、局部

的服务活动转变为由群众自发的、常态

化的、全面的日常生活。 

2.5大力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加快构建覆盖广泛的文化服务网络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既是群众文化活

动的基本场所和载体,也是提高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条件。要因地制宜、

科学谋划、合理布局,努力形成覆盖到

位、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

面向基层,把更多的资源向偏远农村倾

斜、向贫困地区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

斜,优先安排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

实现基层文化设施网点化,逐步缩小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要

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加大文化设施投

入,进一步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

乡镇文化站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领域。要完善各种文化设施管理措施,

保障正常运行,确保各类文化设施发挥

更大作用。 

3 结语 

未来的社会发展必定是均衡的,全

面的,这就要求社会的每个方面必须协

调发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必然要加大建

设的步伐,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重点

在基层,构建和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

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

务。只有充分认识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增强使命感和

责任感,才能巩固基层文化阵地,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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