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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2011 年 5 月，文化部和财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名单，北京市东城

区的“公共文化资源分类供给”成为首批入选项目之

一。东城区委、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根据《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标准》，认真部署

相关工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动员社会力量

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为全面推动“首都文化中

心区、世界城市窗口区”建设，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科学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东城区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体系主要由五大类别

组成：一是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二是政府

通过设置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三是政府通过政策鼓励和扶植社会兴办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或社会资源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四是政府通

过购买社会资源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五是由政

府组织的文化志愿者队伍向公众提供文化服务。

（一）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

2011 年，东城区举办了新年音乐会、龙潭庙会、

地坛文化庙会、东城区群众文化展演季、万人唱红歌

演唱活动、夏日文化广场、百姓周末大舞台、前门历

史文化节、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

节、皇城文化旅游节、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北京国

际青年戏剧节、中国儿童戏剧节、全国戏剧文化奖

2011 小剧场优秀剧目展演季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活

动，将高雅文化、民俗文化和大众文化，一同送到百

姓的家门口，使群众欣赏到丰富多样的文化大餐。

2011 年新年音乐会在依照惯例组织区内学校乐

团参加演出外，采取专群结合的方式，特别邀请驻区

专业乐团加盟，使演出形式和演出内容更加丰富。

同时，为求创新，将演出地点选择在龙潭湖中心岛剧

场，安排乐队在冰上演奏，北京第五中学分校金帆民

乐团、北京第五中学合唱团、北京管乐交响乐团以及

《幻境极光》冰上杂技演出团队共同为观众奉献了一

台别具一格、美轮美奂、高水准的新年音乐会。

龙潭庙会一直将传统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展示、展演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民间

花会表演和“每日一技”非遗展示，已成为龙潭庙会中

最具影响的品牌活动。2011 年龙潭庙会集中展示了

来自全国的优秀民间花会艺术，世界级非遗项目朝鲜

族象帽舞、国家级非遗项目辽宁盖州高跷、江苏天岗

锣鼓、河南盘鼓等优秀团队吸引众多游人驻足观看，

演出达百余场次，直接受益群众达 100 余万人次，使

观众在庙会中能感受到文化魅力，体会到传统年味

儿。多次荣获北京春节庙会·灯会·文化活动评选的

大奖——“文化魅力奖”。

4 月至 6 月，由东城区委、区政府主办的“魅力新东

城 颂歌献给党”东城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万人唱红歌演唱活动在全区展开。通过学唱红歌、传

播红歌，使广大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

祖国、热爱生活。活动共组织了大大小小数百场演

出，10 多万人踊跃报名参加合唱队。全区形成了从天

坛到地坛，从大街到小巷，人人参与、万众同声，演唱

红色歌曲的盛况。

5 月至 7 月，由东城区委、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北

京南锣鼓巷戏剧节，投入 140 万元，共演出 36 个剧目

（其中 19 个剧目是由文化委组织演出），演出 57 场次，

为上千名观众提供了免费欣赏戏剧的机会。

7 月至 10 月，由东城区委、区政府主办的东城区群

众文化展演季是对该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次大检

阅。全区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中小学校共举办

了各类大型文艺演出和展览 50 多场次；各单位和社区

举办各类小型文艺活动和展览展示 300 多场次，参演

团队 200 多支，参演节目近 500 个；数字公益电影放映

800 多场次；在展演季期间，参与人数达 20 余万人次。

本次展演季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深受百姓欢迎，为打造国际化、现代化新东城营

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二）政府通过设置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向
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全区现有区级文化馆 2 个、图书馆 2 个，17 个街道

文化中心和街道图书室，200 个社区文化室，1 万平方

米以上文化广场 2 个，500 平方米以上的文化广场 27

个、社区文体休闲场地近 400 个。区内有 34 家博物

馆，占全市注册博物馆总数的 1/5。专职从事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人员 1100 余人。在全区基本形成覆盖区

域广、设备设施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即“一刻钟文

化圈”，保证东城区居民从家中出发，步行 15 分钟便可

到达一个公共文化设施，就近享受免费的文化服务。

为方便群众参与活动，东城区文化馆、图书馆均

实行免费开放。区级文化馆每周开放时间 56 小时以

上，区级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 65 小时以上。34 家博物

馆中，20 家遗址类和文物建筑类的博物馆实现对未成

年人半票和弱势群体免票，14 家非遗址类和文物建筑

类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

两个区级文化馆分别开办了周末相声俱乐部、周

末手风琴俱乐部、快板沙龙、评书书馆，设立合唱、舞

蹈、器乐、戏曲、书画、摄影等文化阵地，组建了京剧名

家票友俱乐部、阳光艺术团、文学协会、钟声合唱团、

广角摄影学会、民间手工艺协会、风筝协会等多个文

艺团队。两个区级图书馆分别开办了“书海听涛”“红

领巾读书”“作家与读者见面会”等主题活动，并送书

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

东城区设置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具有现代化的

设备设施、优良的服务水平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通过

提供的文化产品，向文化受众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和现

代文化知识，提升市民文化修养，为社会营造积极向上

的文化氛围，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提升市民思想道德和

科学文化素质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东城区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为契

机，着力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2011 年 10 月 28 日，

天坛演艺区启动暨幸福大剧院奠基仪式举行。按照

北京的整体规划，天坛演艺区拟建 34 个剧院，其中 14

个 1000 座以上的大型剧院、2 个 600 座左右的中型剧

院、18 个 200 座左右的小剧院，总共将增加 2 万多个欣

赏戏剧演出的观众座席。北京核心演艺聚集区有望

成为中国原创演艺产品的生产地与出口基地，提升北

京的国际文化竞争力。

开工建设的幸福大剧院建筑面积近 5000 平方米，

设有一大一小两个剧场，可容纳观众 1500 多人。大剧

院功能设计上体现了当代最新技术成果，可为多种类

型的演出剧目提供展示平台。在高水平建设的基础

上，东城区将大力推进戏剧文艺精品的创作生产，制

定重大戏剧文化产品创作生产项目的科学策划、论

证、筛选和扶持政策。这些精品以展现首都文化特质

的新创节目为主，重点表现在 21 世纪发展建设中人民

群众的新生活、新思想、新面貌；打造一批体现首都特

色，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在全国乃

至世界具有一定影响的演艺品牌，在国际舞台上树立

当代中国的新形象。与大剧院同期开工的东城区文

化活动中心，拟投资 4 亿元，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米，将

为群众提供设施更为完善的文化活动场所，使群众有

更多机会欣赏到更高水平的精彩演出。

（三）政府通过政策鼓励和扶植社会兴办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或社会资源从事公共文化服务

东城区充分利用首都功能核心区内机关、学校和

文化体育单位密集的优势，出台了《东城区促进社会

单位服务社区公益文体活动试行办法》，用于推动辖

区机关、学校等社会单位文化体育场地设施、礼堂、多

功能厅、剧场、操场、广场向广大居民免费开放，每年投

入 800 万专项补贴资金，用于以上场地水、电、气、热运

营费和设施设备维护费及工作人员加班费等，以接待人

次、群众满意度、开放时间及开放面积为标准，每年从专

项补贴资金中，按开放单位比例的 20%给予每个单位

1 至2万元奖励。目前，已有83个开放单位提供公共文

体服务面积达14万平方米，年累计接待15万人次。

东城区政府为鼓励和扶植社会机构投入公共文

化服务，特别设立了每年 300 万元的东城区戏剧发展

公益补贴资金和 1000 万元的东城区戏剧产业发展引

导资金对项目进行扶持。

东城区文化艺术资源丰富，是北京专业艺术院团

最密集的城区，聚集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国家话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国家级艺术

表演团体；拥有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华民族珍

品艺术博物馆、皇城艺术馆等文博资源；集中了保利

剧院、首都剧场、长安大戏院等众多知名大型剧院和

刘老根大舞台、先锋剧场、蓬蒿剧场等一批知名中小

剧场，剧场数量占北京市剧场数量的比重超过 1/3。

在政府资金的鼓励和扶持下，每年能让 300 万人次走

进剧场，欣赏到高雅的戏剧艺术。

东城区充分利用这一区域特色，促使驻地专业院

团投身公共文化服务，帮助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活动水

平。中央戏剧学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话剧院、

空政话剧团、煤矿文工团等知名院团都与街道结成了

一帮一对子。在他们的帮助下，群众的文艺演出水准

得到了极大提高。

2011 年，由东城区委、区政府出资，以优秀共产党

员杨善洲事迹为原型组织创作，由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友情支持演出的话剧《心中绿洲》，在东城区文化

馆连演 10 场，近 4000 名社区百姓观看，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为驻区单位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很好

的范例。

（四）政府通过购买方式向公民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

政府通过面向市场，采取项目补贴等方式，使社

会各界了解公益文化项目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以

此调动经营性文化单位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

为公共文化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运

行模式和投入机制。

东城区设置了东城区公益戏剧补贴资金，每年投

入300万元用于支持公益戏剧演出。2011年7月、8月，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举办了首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政府

出资购买价值 20 万元的演出票，发放给驻区的儿童和

困难家庭，并举办了残疾儿童专场，既使群众欣赏了

演出，又支持了儿童艺术剧院的发展。2011 北京青年

国际戏剧节举办期间，政府投资25万元，支持戏剧节演

出，并使驻区的群众得到免费观看当代戏剧的机会。去

年“十一”期间，政府出资 100 万元，使数千名社区群众

有幸走进国家大剧院观看了歌剧《赵氏孤儿》。

2011 年，由政府出资近百万元，在地坛文化广场

和玉蜓文化广场设立百姓周末大舞台，邀请中国评剧

院、中国杂技团、北京京剧院、北京歌剧舞剧院等专业

团体进行了包括舞蹈、戏曲、杂技、综艺等多种形式的

50 多场精彩演出，使 5 万多名群众享受到了政府提供

的免费文化大餐。

（五）由政府组织的文化志愿者队伍向公
众提供文化服务

东城正着力建立政府扶植、群众参与，以文化志

愿者、文化家庭为载体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目前，

全区共有区级、街道级、社区级文艺团队 790 支，文艺

骨干 2 万余人，文化志愿者 2000 余人，成为公共文化

资源分类供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年来，在文化馆免费提供场地的支持下，两个

文化馆的周末相声俱乐部坚持每周六为百姓演出，

达 1000 多场，使众多喜好相声的群众走进剧场。周

末相声俱乐部在满足群众需求的同时，产生了一大

批好作品、培养了一批优秀相声演员。快板沙龙开办

以来，队伍已有 200 多人。这些人员大多是快板艺术

的业余爱好者，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

许多居住在河北、天津、山东、山西等地的快板爱好者

也自愿加入沙龙，利用双休日时间到京参加活动。快

板沙龙坚持每周在文化馆活动，为繁荣快板艺术做出

了贡献。

2011 年国庆节前夕，东城区文化委投资 30 万元并

派出专业人员辅导排练，将东四街道红枫叶艺术团创

作的 9 幕音画《红旗颂》搬上了舞台，参加演出的演员

均为东城区的文化志愿者，为国庆群众文化活动奉献

了一台别具一格的艺术表演。

近年来，东城区通过“政府保障供给、文化普惠全

民”的公共文化资源分类供给体系，针对不同群体差

异化地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打造出了一批特色公共文

化产品，使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到东城区的每一个街

道、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位驻区居民。在

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体系的支持下，东城区形成了机构

合理、功能齐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在“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的文化布局推动

下，群众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2011 年，东城区被评为“全国十大品牌城市”，使

公共文化资源分类供给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开发出更

多具有示范性的公共文化产品，让市民充分享受公共

文化服务成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做出更大的贡献。

保障供给 惠及百姓
——北京市东城区大力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建设

第二届前门历史文化节开幕式

东城区新春非遗庙会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技艺交流大展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开幕式 东城区活力四射的群众文艺团队 一年一度的春节文化庙会

《魅力东城 锦绣新区》大型文艺演出

第二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开幕式 天坛文化周主题活动 前门上元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