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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鹤庆创建文化乐民示范社区

江西横峰三下乡实行“订单”式服务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杨洪

文 通讯员汪湧）记者日前从云

南省鹤庆县文体广播电视局获

悉，今年起，鹤庆县将启动“文化

乐民示范社区”创建工作，将在该

县每个乡镇选择 1 至 2 个行政村

作为创建试点，不断增强基层公

共文化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能

力，完善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

据了解，鹤庆县今年下发了

《关于组织开展文化乐民服务活

动的通知》，重点将从两个方面实

施文化服务工作：一是组建农村

演艺协会，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即

以行政村为中心，整合本土演艺

资源，成立乡村演艺协会，对自

发、分散的农民业余演出队进行

有组织的引导、培训，协会组织带

动农民业余文艺演出队开展富有

地方特色的文艺活动，丰富农村

文化生活。二是开展“大家乐”文

化广场活动，把县城广场作为城

镇社区居民参加文化活动的重要

场所，加强引导，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健康有益的文化广场活动，推

动内容、形式和机制创新，不断扩

大群众参与面，提高城镇社区的

文化活动品位。

近年来，鹤庆县将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到全县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规 划 ，利 用 文 化 馆

（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以补贴、

奖励、项目安排等形式，对乡村文

化建设开展 得 较 好 的 地 方 给 予

经费支持。同时还制定了村社文

化建设考核细则，适时对群众文

化建设情况进行督查，重点检查

各项文化建设工作的落实情况，

对成绩突出、特色鲜明、运行良

好 的 村 社 文 化 活 动 中 心 给 予表

彰和奖励。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横峰

县开展以“订单”式送戏、送电影

和组织开展文体活动的农村文化

三下乡活动，变“百姓看戏、政府

买单”为“百姓点单、政府买单”。

据了解，该县自 2005 年开展

农村文化三下乡活动以来，累计

送 戏 下 乡 600 余 场 ，放 映 电 影

8000 余场次，开展文体活动近 300

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随

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服务对象的

逐渐多元化，服务方式单一成为

当地文化部门的服务短板，“ 订

单”式文化服务在这种情形下应

运而生。

在开展“订单”式文化服务的

过程中，该县文化部门将参加送

戏下乡的剧团、剧目、电影简介以

及开展文体活动的主题等内容编

印成小册子，分发至全县 78 个村

级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同

时，在每个服务点选取两名代表

负责收集“订单”反馈信息、进行

整理归档，文化部门再根据各乡

镇、村农民群众的不同需求，有针

对性地开展文化三下乡活动。

自“订单”式文化服务开展以

来，农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

空前高涨。目前，该县已通过群众

“点单”送戏下乡18场、送电影下乡

233 场，具有地方特色的“傀儡戏”

“弋阳腔”和赣剧演出场场被要求

加演，观看演出和电影的群众人

数也翻了一番。 （徐宗发）

陕西宝鸡：话剧月月演，秦腔周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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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将建150个村级文化大舞台

各地不断探索三馆（站）免费开放内容和方式

“免费午餐”味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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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云南省龙陵

县勐糯镇文化站前的文体广场

上都会有众多村民们弹弦踏歌；

文 化 站 综 合 楼 内 则 暗 藏“ 乾

坤”——图书阅览室、农民网培学

校、文化资源共享服务室、乡情展

室、体育健身室、多功能活动室等

应有尽有。

走进图书阅览室，书架上各

类书籍排列整齐，大寨村农民万

开莲正在查阅澳洲坚果种植方面

的图书，她略显腼腆地说，现在农

民也要“充电”，文化站就是一个

“加油站”。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服务室里，不少村民聚精会

神地在上网。“以前想上网得骑车

跑上好几十里路。现在方便了，

可以随时走过来上网。”村民陈龙

乐呵呵地说。正在搜索美国山核

桃病虫害防治知识的海头村农民

高坤是这里的常客，几年来，他通

过“空中课堂”（党员电教网）学习

掌握了冰糖橙的种植技术，如今

年创产值 20 多万元。去年，他又

投资 30 多万元建起了 20 亩美国

山核桃苗圃园。他感慨地说：“文

化站让我们富了口袋富脑袋。”

为充分发挥文化站农村文化

阵地的作用，让广大群众享受到

公共文化服务，勐糯镇文化站制

定了切合农村实际的规章制度，

文化站各室（场）全天候开放，节

假日不关门；以文化站为平台，开

展科技讲座、读书征文、实用生产

技术培训、演讲比赛和广场舞比

赛等活动，吸引群众常到文化站

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文化站还实

施了“图书银行”计划，采取“共建

共享”“存取方便、能存能取”的方

式，动员农民群众，尤其是近几年

毕业回乡的年轻人把自己保存的

图书放到村农家书屋或文化中心

户代管，供他人借阅，让各村的农

家书屋（文化中心户）成为群众

的“图书银行”，使农户家中“冬

眠”的图书“活”了起来，实现了

资 源 共 享 ，图 书 常 借 常 新 。 目

前，勐糯镇已有 100 多名村民在

农家书屋或文化中心户寄存图

书 、光 碟 、磁 带 共 3000 多 册

（盘）。田坡村党支部书记杨永

兴也把自家的 120 多本图书和 30

多张科技、影视光碟寄存到农家

书屋，并作了一首“打油诗”表达

村民们的心声：“ 农家书屋就是

好，群众致富不可少；走进书屋

学科技，‘加油’‘充电’奔富裕。”

实 施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建是基础，用是目的。勐糯镇

不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

将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与农村科

技、法律、卫生知识的普及、培训

有机结合起来，与农村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广大农民也

享受到了文化惠民的实惠。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骆蔓

通讯员李倩）没有华丽的舞台效

果，没有明星大腕的闪亮登场，

100 平方米左右的文化大舞台，将

成为农村居民丰富文娱生活、实

现舞台梦想的好去处。“今年，为

丰富农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推

进农村‘八有’建设，我市将建起

150 个农村大舞台，并开展 200 场

‘文化走亲’活动。”浙江省湖州市

文广新局局长宋捷介绍说。

据了解，湖州市在建设村级

文化大舞台时，要求舞台台宽要达

到10米以上、进深8米以上，一般都

选址在村中心区域或村文化广场，

原则上能容纳 1000 人同时观看节

目的地方。为保证用电，大舞台将

配有专门的配电箱，有条件的村还

将配备灯光音响等设备设施。

“我们镇陆续建起了 6 个农村

大舞台后，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

丰富多了。”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

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建

起农村大舞台的村子，每个月都

会 有 一 场 演 出 ，有 邻 村 送 来 的

“文化走亲”演出，也有市里下乡

的文艺演出，村民也能加入到表

演中，成为大舞台上的明星，“每

次演出，都有四五百人来看，场面

好热闹”。

“除了演出活动，平时晚上我

们跳广场舞时，领舞的人站在大

舞台上，灯光一打，台上的动作看

得清清楚楚，大家学习起来更方

便了。”村民小吴兴高采烈地说。

“村一级的‘文化走亲’主要

依托农村文化大舞台进行，所以

这些大舞台的建设将让‘文化走

亲’活动走进更多的村庄。”宋捷

如是说。

都说“没有免费的午餐”，但

是随着去年年初文化部、财政部

《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

见》的下发，老百姓从此可以到公

益性文化场馆享受免费的“午餐”

了。不过，如今的人们见多了各

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方式，从长远

的眼光看，“免费开放”并不是吸

引 人 们 走 进 这 些 场 所 的 灵 丹 妙

药，这顿“午餐”要让人们愿意享

用，还要靠好的味道。

一年多来，各地政府和文化

部门以免费开放为契机，着眼于

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发挥公

共文化机构的基本职能作用，增

强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能 力 和 管 理 水

平，以健全和增强服务项目、服务

能力为重点，努力实现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站）提供的文化服务

不仅美味，而且新鲜。

提供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

浙江各地在推进免费开放工

作过程中，不断探索，拓展服务内

容和形式，提供更为人性化、精细

化的服务，显著提升了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

浙江美术馆考虑到边远地区

的观众来美术馆不方便，创立了

“流动美术馆”概念，积极举办送

美术下乡、送美术进社区、送美术

进院校、送美术进军队等活动；同

时完善儿童美术天地、美术书店、

艺术品商店、艺术茶座等配套服

务项目，给公众提供优质的艺术

与休闲相结合的公共服务。浙江

图书馆在实行免费开放的同时，

推出允许读者带包阅览、电话续

借、随书配送美观的书签式借书

到期单和提书袋、文献借阅到期

E-MAIL 提醒、老花眼镜免费借

戴、借书证年检改为两年一次等

一系列新举措。这些新举措优化

了传统服务，提升了服务质量，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读者满意

度明显提高。宁波市群众文化服

务着力打造“群星”系列品牌，包

括“群星舞台”“群星课堂”“群星

展厅”等，实现了文艺培训“零门

槛”、艺术享受“零距离”。

在免费开放基础上，浙江各

地根据群众的需求，结合公共文

化事业特点和实际，不断进行机

制创新，搭建优质便捷的免费开

放服务平台，涌现出了不少创新

的成功案例。2011 年，嘉兴市启

动了以“共享和均等”为理念，以

“资讯便捷、双向互动和零距离参

与”为目标的“文化有约”项目，整

合公益性文化场馆资源，以每周

让市民了解一周文化信息、接受

一次以上培训、欣赏一场以上演

出、听一场以上讲座、看一次以上

展览为基本目标，免费为市民提

供各类文化服务，帮助城乡居民

实现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画就

画、想学就学的文化渴求，逐渐成

为市民了解文化资讯、参与文化

活 动 、交 流 文 化 成 果 的 重 要 平

台。一年来共接受城乡居民预约

服务 2 万多人次，举办免费公益展

览 64 场，各类讲座、培训、辅导 174

场，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46 个，演出

38 场，直接受益群众 30 余万人次。

面对多变多样多元的公共文

化服务需求，通过政府采购、项目

补贴、定向补助等形式，积极探索

“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

务”的公共文化市场化运作模式，

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公共文化服务产

品，通过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

档次，制定公共文化服务菜单，让老

百姓自主“点菜”，享受文化大餐。

如杭州市文化馆联合各区县（市）

文广新局创办了“杭州群众文化

网”。群众可以在网上点单，再由有

关部门配送节目，还可在网上举办

摄影展和书画大赛等，被群众称为

杭城文化界的“阿里巴巴”。

创新理念，挖掘潜力

免费开放工作开展以来，青

海省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站）积

极探索适合本地特点、适应群众

需要的文化服务内容，组织各种

形式的公益性文化活动，把健康

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城乡

基层，做到了月月有主题、周周有

活动、天天有服务。

省图书馆坚持大年初一开馆

接待读者，派出小分队指导基层

馆开展业务，在省直机关、部队警

营、学校社区建立流动分馆，大大

拓展了图书馆的综合服务范围。

省文化馆创造性地开展了“7+2、

6+2、5+2”工程，即馆内业务干部，

高级职称人员每年在基层开展 7

次以上活动，中级职称人员每年

在基层开展 6 次以上活动，初级职

称人员每年在基层开展 5 次以上

活动，同时每人每年在基层确定

一个扶持点，组织一次有影响力

的文化活动，2011 年全馆在基层

举办演出、展览、培训、辅导等活

动 600 余次。

按照免费开放的要求，辽宁

省各图书馆、文化馆（站）下大力

气 挖 掘 潜 力、改 善 环 境、增 添 设

备，并收回出租馆舍为公众提供

服 务，馆 容 馆 貌 得 到 较 大 改 善。

省群众艺术馆对馆舍进行功能改

造，为公众开设了书法教室、舞蹈

排练厅、声乐教室、琴房、多功能

厅等多种群众文化活动场所；葫

芦岛市连山区文化馆每天开馆时

间长达 11 个小时，建昌县文化馆

11 个活动室除白天全部免费开放

外，晚上还为群众无偿提供文化

广场和灯光、音响等设备。

由于投入的增加，收费项目

的免除或降低，加之环境和条件

的改善，使公众到馆率大大增加，

也推动了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

本溪市图书馆免费服务措施推出

后，办理借阅证和到馆读书看报人

数明显增加，图书馆重新调整自学

室布局，新增加自学座位 40 个，使

自学室座位数达到90个，但仍然天

天爆满。营口市图书馆免费开放

以来，读者到馆率明显上升，年接

待读者 40 万人次，年外借图书 26

万册次，年举办读者活动 50 次，建

设了26个馆外图书流通站，均创下

历史最高纪录。他们建成了省内

一流的“盲人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

室”，配备视障读者上网专用设备

和阅览专座，并针对部分行动不便

等 情 况 特 殊 的 读 者 主 动 上 门 服

务。锦州市少儿图书馆还成立了

青少年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免费

为青少年做心理咨询，每年接待

心理咨询 600 多人次。

公益性文化服务阵地
形象日益鲜明

陕西各级地方政府对免费开

放工作高度重视，各级文化馆站

都以免费开放为契机，确定了与

其自身职能相适应的免费开放服

务项目，并不断创新服务手段和

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和绩效。比

如，渭南市以免费开放为契机，变

“请进来”为“走出去”，提出并实

施了公共文化服务“四进”惠民活

动，即文化服务走进广场（公园）、

走进城镇社区、走进园区（企业）、

走 进 农 村 。 铜 川 市 各 区 县 按 照

“周周有安排、月月有活动、季季

有赛事、年年有亮点”的免费开放

新思路，精心组织了各类群众文

化活动。汉中市以免费开放为契

机，下大力气清理、收回了出租房

屋，让公益文化场所更好地为市

民群众服务。

2011 年，陕西全省公共图书

馆总流通人数550万余人次，比上年

增加22.2%；书刊文献外借410万余

册次，比上年增加30.4%；为读者举办各

类活动参加人次400万余人次，比上

年增加73.5%。全省文化馆2011年

组织文艺活动参加人次 500 万人

次，比上年增加 17.9%；组织训练

班培训 15.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3.2%；组织公益性讲座参加人次

12 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43.2%。全

省乡镇综合文化站 2011 年组织文

艺活动参加人次 779 万余人次，比

上年增长 13.9%；组织训练班培训

98万余人次，比上年增长14.5%。可

以说，免费开放以来，全省各级“三

馆一站”馆舍面貌焕然一新，公益性

文化服务阵地的形象日益鲜明。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桓台

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来到起凤镇

夏六村，对该村戏迷俱乐部的票

友进行集中培训。村民田秀成高

兴地说：“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定

期对我们进行专业指导，在他们

的帮助下，我们俱乐部的演出水

平越来越高，参加活动的村民也

越来越多。”

为 村 民 进 行 文 艺 辅 导 只 是

桓台县文化馆坚持“ 开门办馆”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桓台县文

化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做

好 文 艺 辅 导 、“ 以 馆 带 团 ”培 训

文艺骨干、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

等方面的工作，将文化馆打造成

了 丰 富 城 乡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的 主

阵地。

桓 台 县 文 化 馆 馆 长 张 奎 表

示，近几年县内民间文艺团队如

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而这恰好

是发挥文化馆专业人才优势的机

会。现在，桓台县文化馆要求每

名专业人员联系一个镇，定期深

入到农村，对民间文艺团队进行

舞蹈、戏曲等方面的培训。

桓台县文化馆每年 300 多次

的培训、近万人的受众面，带动了

全县各类民间文艺团体的兴起。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县共

有各类民间文艺团队 60 余家，并

涌现出马桥镇鸿鸣吕剧团、唐山

镇锦凤吕剧团等演出水平高、活

动组织规范的民间文艺团队。其

中，果里镇友谊京剧团还被评为

山东省优秀民间剧团。

在深入农村进行免费培训的

同时，该馆还坚持“以馆带团”，培

训各类文艺骨干。张奎说：“‘以

馆带团’就是发挥文化馆的人才、

龙头优势，通过指导、培训、策划，

引领带动业余文化团体发展，同

时提供场地和音响、灯光、乐器、

服装等服务，并积极向社会推介，

促进各团体健康发展，真正做到

既 满 足 自 身 爱 好 ，又 能 服 务 社

会。而这些文艺骨干就是全县农

村文化活动的‘种子’，通过他们

以点带面，我们就可以把全县的

文艺活动带动起来。”

据了解，桓台县文化馆目前

已成立了 11 个固定的文艺团队，

团员达 500 余人。这些团队深入

社区、镇村，送戏下乡达 300 余场，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肯定和赞扬。

其中规模最大的中老年合唱团，

团员达 100 余人，曾多次代表桓台

县参加市级以上比赛和展演并获

奖；去年 3 月成立的民乐团在进行

文艺表演的同时，充分发挥每名

成员的优势，培训辅导了县内一

大批民族乐器演奏人员。今年，

桓台县文化馆计划再成立“青年

舞蹈队”“青年模特团”“青年业余

剧社”等几个团队，继续扩大影

响，增加新生力量。 （释修振）

本报讯 “建设美好家园，创

造幸福生活”“破除陈规陋习，倡

导文明新风”……走进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宁县新堡、舟塔等乡镇

的 村 庄 ，一 面 面 文 化 墙 映 入 眼

帘，其中有的绘有群众喜闻乐见

的顺口溜，有的写有编创的廉政

诗歌，这些土生土长的“ 墙头文

化”，在熏陶、教育群众的同时，也

成为中宁县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道

亮丽风景。

近年来，在中宁县文化部门

的引导下，该县各乡镇紧贴“ 三

农”实际，大力推进农村文化工

作，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各乡镇

投入专项资金，以位于村头路边

的农户住宅、公众聚集地和交通

要道醒目处为重点，绘制了一面

面构思新颖、色彩鲜艳的文化墙，

把农村政策、廉政文化、社会公

德、家庭美德、农业技术与医疗卫

生知识等内容，以 彩 图、漫 画 和

文字等形式在村街两旁表现出

来，扮靓村庄的同时，也宣传廉

洁、倡导和谐，使其成为 了一面

面群众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墙、

政 策 明 白 墙、科 技 指 导 墙、文化

娱乐墙。 （张 勇）

4 月 9 日，在天津市北宁公园，已有逾百年历史的群英武学社成员轮番表演耍大刀、拉硬弓、扛石担等传

统武术技艺。这些民间高手来自各个行业，平时看似普通的他们却个个身怀“绝技”。据介绍，群英武学社

创始于清末，已有 102 年的历史，原本是为了传承武举人考试项目而设立，经过百年的演变，如今已成为以强

身健体为本的民间社团。图为武学社的成员在表演。 新华社发（游思行 摄） 本报讯 日前，陕西省宝鸡

市“话剧月月演、秦腔周周唱、电

影假日放”文化系列演出活动正

式启动。

据了解，为积极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继续巩

固“三馆一站”免费开放成果，宝

鸡市文化部门将组织该市广大文

艺工作者每月在市话剧团进行独

幕剧、话剧小品表演，每周在市西

凤剧院进行秦腔演唱，逢“五一”

“十一”等节假日在市区炎帝园、

陈仓园广场举办电影免费放映活

动，进一步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

需求。

宝鸡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

版局局长史钧生表示，作为陕西

省唯一列入全国首批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城市，去

年，宝鸡市市直文艺院团公益演出

超过 250 场，全市各级文化团体演

出1000余场，受益群众超过100万

人次，尤其是创排的大型秦腔历史

剧《苏若兰》、神话舞剧《萧史弄

玉》等剧目成绩斐然，而新创排的

反映宝鸡市民俗特色的大型民俗

歌舞剧《西府女》已完成联排，年

内将与观众见面。 （尉超伟）

宁夏中宁新农村扮靓文化墙

近年来，黑龙江垦区红星农场职工自发组建了8个文化专业协会，并

且制定了活动方案和考核目标，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不断提升群众

的文明素质和幸福指数。图为垦区红星农场老年秧歌队为当地农垦系

统宣传活动“助演”。 韩红运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