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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我

们的光荣责任。新时期长沙文化

建设将继续把保护好、实现好、发

展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放

在突出位置，让文化更好地回归百

姓，造福百姓。”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陈润儿

“ 让 文 化 回 归 百 姓 ，造 福 百

姓”，这一目标一直鞭策、督促着长

沙的文化工作者，也把长沙推入了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的行列。2011年，长沙市政府出

台《长沙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工作规划》，提出要形

成设施网络化、供给多元化、机制

长效化、城乡一体化、服务普惠化

的长沙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格

局，并明确了“642”工作目标，踏上

了创建的征程。

部署：
以“642”为目标踏上征程

去年 5 月，长沙被确定为全国

首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城市。去年9月，长沙市委、

市政府组织召开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部署会议，

确定在两年创建周期内，全面完成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标准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初步建

立起满足群众需求、具有长沙特

色，设施网络广覆盖、服务供给高

效能、组织支撑可持续的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使城乡居民基本文

化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对公共文化

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高。这次会

议明确了“642”工作目标，即实施

六大文化惠民工程，提质四级公共

文化设施，完成两项制度设计研究

课题。

六大文化惠民工程即：公共文

化“进村入户”工程、群众文艺“千

团百佳”工程、地方特色文化品牌

培育工程、书香星城“211”工程、外

来务工人员“文化共享”工程以及

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工程。

公共文化“进村入户”工程要

求各级政府组织开展送戏、送电

影、送展览、送讲座、送文艺节目、

送文化辅导下乡进社区，加快实施

广播电视“户户通”，提质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村村通”，全面完成

“农家书屋”建设。

群众文艺“千团百佳”工程要

求在“群众文艺百团”品牌的基础

上，进一步落实群艺馆、文化馆包

片包团定点帮扶辅导制度，对作品

创作、节目排练进行具体指导，不

断提高群众业余文艺团队的艺术

水平，开展“百佳、百品、百星”评选

和星级团队达标评选活动，提升业

余文艺团队水准和群众参与文化

活动的积极性，到2012年基本实现

每个行政村、社区均建有 1 支以上

业余文艺团队。

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培育工程

要求依托湘江剧场开展“好戏天天

演”活动，每周演出湘剧、花鼓戏等

地方戏曲6场次以上；依托橘子洲，

每周举办音乐焰火晚会，举行橘子

洲沙雕艺术节、橘子洲音乐节等活

动，打造“文化橘洲”品牌。积极探

索文化市场反哺公共文化服务的

新路径，组织开展“阳光娱乐·创业

兴文”系列活动，做大做强“五彩

星沙”“ 相约斑马湖”“ 芙蓉艺术

节”“快乐雨花”等特色品牌活动，

同时鼓励举办各类民间文化节、

农民文化艺术节和乡镇、村（社区）

文化节。

书香星城“211”工程要求以市

图书馆为总馆，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图书馆（室）和农家书屋为

分馆，构建覆盖城区范围内的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各县（市）参

照城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模式，将

乡镇（街道）图书馆、村（社区）图书

室（农家书屋）纳入各县（市）的总

分馆体系，实行统一检索，统一管

理。总分馆之间实行资源共享、协

同采编、统一检索、通借通还。

外来务工人员“文化共享”工

程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外来

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艺术辅导培

训、图书阅读、艺术鉴赏等服务；以

免费开放为契机，积极引导外来务

工人员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文化

馆（站）；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为

外来务工人员零门槛、低消费享受

文化服务提供便利。

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工程要

求建设长沙数字资讯中心，建设数

字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

馆，建设网上服务平台，提供网上

公共文化服务。

提质四级公共文化设施即：推

进市级标志性工程建设、加快区县

（市）骨干设施建设、提质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建设、完善村（社

区）级基层阵地建设。全市将整合

提质四级公共文化设施，形成便民

惠民、运转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两年内提质改造200个示范性文

化活动室，建成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100个、1个数字图书馆（市图书馆），

并免费开放；全市 80%的社区建有

标准配置的公共电子阅览室，新建

农家书屋713家。

完成两项制度设计研究课题，

即从理论上探索长沙群众文化活

动常态机制以及长沙区域图书馆

资源共享模式。

“642”工程目标的核心是让文

化更好地服务长沙市民，因此文化

回归、文化共享、文化惠民成为创

建工作最重要的部分。

实践：
以文化惠民为核心

文化惠民一直是长沙市政府

文化事业发展的原则，近年来，长

沙市推出了多种文化惠民政策，以

确保群众共享文化成果，文化惠

民如今已成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工作的核心内

容。正如长沙市副市长夏建平所

说，创建工作就是要让群众得到文

化实惠。

惠民策略之一：“千团”舞长沙。

许多初到长沙的人都很惊讶，

湘江边的风帆广场每天都有自发

前来演出的团队，吹拉弹唱、歌舞

健身，掌声和欢笑声经常在这里交

融。这种欢快的场景，其实在湘江

风光带随处可见。荷花艺术团就

是该团团长刘佩琪在湘江风光带

认 识 了 其 他 表 演 者 后 组 织 成 立

的。同样的景象也出现在乡村。

长沙县青山铺镇天华村就有一支

小有名气的“九娭毑艺术团”，队员

们是来自不同村子的农妇。这些

干惯了粗活的“喂猪婆”，如今打腰

鼓、扭秧歌、说快板、演小品等样样

拿手，她们还经常受邀参加乡镇、

县里的各种活动。

“向群众要文化，让群众演文

化，使群众享受文化。”2007 年，长

沙市委宣传部提出了这一响亮口

号，首届“百佳群众文艺团队”评选

热闹启幕。100万元以奖代拨扶持

资金，毫无限制的评选门槛，覆盖

城乡的活动舞台……这一切将当

年长沙的 98 支群众文艺团队迅速

集结在同一面旗帜下。这一年，长

沙市举办各类广场演出8000余场，

团队由不足百支发展到了当年底的

300多支。

2008年，长沙市委宣传部出台

配套政策，定下每两年举行一届

“百团汇演”的长效机制，此后，依

托“百佳群众文艺团队”评选形成

的“百团汇演”也成为全国知名品

牌：2009 年底获得了“全国首批群

文品牌”；2010 年获第 15 届群星

奖。截至去年，长沙市登记在册的

业余文艺团队达到 1000 余支，“百

团”汇成“千团”，歌舞乐了星城，而

群众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亦找到

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和快乐，找到了

展现自我的舞台。比如，湖南知青

艺术团、友好合唱团、知音合唱团

在世界合唱节上屡获佳绩；浏阳功

夫龙狮队获全国龙狮赛金奖；小杜

鹃艺术团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

校园文艺联欢晚会演出；雅礼中学

交响乐团、湖南师大附中艺术团分

别把演出搬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和伦敦大剧院……

“千团汇演”虽没有多少明星

大腕加盟，但它的草根情结和乡土

气息让群众与文艺紧紧相连，群众

文艺活动已从最初的“要我演”变

为群众自发的“我要演”。

惠民策略之二：书香醉星城。

去年 12 月 23 日，一场以“文化

铸就城市、读书点亮人生”为主题

的长沙市“读书达人”大型学习竞

赛活动在星城引起轰动。参加活

动的选手们将一股好学、乐学、比

学、问学、秀学之风延伸到单位与

学校，带动着身边人加入到“读书

达人”行列。

从 2009 年开始，湖南把每年

11月定为“三湘读书月”，以此为依

托，长沙市开展了一系列读书活

动。其中长沙市图书馆开展的“你

的 BOOK 我买单”全民阅读推广

活动影响最为深远。“你的 BOOK

我买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所

有长沙市民都可以在湖南省新华

书店（湖南图书城）选购3本自己最

喜欢的书，只要符合长沙市图书馆

采选原则和馆藏范围，并且总定价

不超过 150 元，就由市图书馆买

单。之后，市民凭身份证缴纳相应

押金，免费办理图书借阅证，就可

以将自己心爱的书借回家。这一

活动的举办拉近了市民与图书馆

的距离，让更多市民加入了“布克”

一族。

如果说“你的 BOOK 我买单”

活动让更多城市人得益，那么“农

家书屋”则让更多农民朋友得益。

长沙县的农家书屋建设已纳入全

县的财政计划，“按照计划，长沙县

将建设 291 个农家书屋，目前已建

成 204 个，其中有近 80 个建到了农

民家。在规划布点时，经过和村民

协商，把一些书屋建到了条件成

熟、服务热情的农民家中，让农家

书屋离农民更近，村民看书借书更

方便”。长沙县文体局副局长沈俊

说，开办在农民家中的书屋，因开

放时间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一批农家书屋建成以后，长沙

县积极探索长效运行机制，将党员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的评星定级运

用到农家书屋管理中，在全省首创

了“星级评比”管理模式。该县出

台《长沙县农家书屋星级评定办

法》，把书屋选址、藏书册数、内部

环境、硬件配置、管理员工作情况、

开放时间及发挥作用的情况等作

为评定星级的标准和条件，由低到

高 依 次 划 分 为 一 、二 、三 星 级 。

2011 年，长沙县已建成的 204 家农

家书屋中，王庚仕书屋等16家被评

为三星级书屋，福临社区书屋等35

家被评为二星级书屋，清泰村书屋

等44家被评为一星级书屋，该县根

据其星级标准分别给予了8000元、

4000元、2000元的奖励。长沙县文

体局负责人表示，“星级书屋”将实

行动态管理，每年进行一次复审确

认，达到标准的继续保留其“星级

书屋”称号，达到更高标准的予以

升级，未达标的进行整改或取消

“星级书屋”称号。“星级书屋”评选

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农家书屋长

效、健康地运行和发展。

书香醉星城，长沙人形成了爱

读书的良好风尚，在全省“城市阅

读指数”统计中，长沙市的阅读指

数最高。

惠民策略之三：好戏天天演

欢乐满星城。

位于长沙市坡子街的湘江剧

场是长沙戏迷最爱去的地方，这个

由长沙市文广新局与天心区政府

联手打造的“戏窝子”天天有戏看，

花鼓戏、湘剧每星期轮番上演，全

本大戏、折子戏精彩纷呈。“好戏天

天演，欢乐满星城”活动 2010 年 6

月启幕，由长沙市文广新局与天心

区政府每年斥资 300 万元共同主

办，由天心区文体局、天心区文化

馆、长沙市湘剧院、长沙市花鼓戏剧

院承办，每周6天免费为市民提供湘

剧、花鼓戏等传统戏剧演出。活动

的开展让更多群众共享精品艺术，

进一步促进了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

振兴，满足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特别是市民凭身份证免

费领票等措施，在加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均

等性方面做出了创新性探索。同

时，活动在发掘乡土文化、整合现有

自然人文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推出

了长沙旅游文化套餐，打造了湖湘

文化新品牌，湘江剧场也成为长沙

市新的文化风景线。

惠民策略之四：文化场馆全面

免费。

2011年8月20日，长沙市图书

馆全面免费开放。市图书馆通过

延长开放时间，增加服务窗口、阅

览座位、新书上架量、免费服务项

目等新措施，让更多市民充分地享

受到了图书馆的文化信息资源。

同年 8 月 25 日，长沙市群众艺术馆

免费开放，该馆的多功能厅、培训

教室、音乐排练室、舞蹈排练室、戏

剧排练室、学术报告厅、老年活动

室、书画工作室、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厅、综合排练厅、琴房和大型综

合展厅等场地全部免费开放；节庆

活动、团队排练、广场展演等各类

活动和赛事免费开展；美术、书法、

摄影及其他综合性展览免费开放。

早在 2008 年，长沙市博物馆、

长沙简牍博物馆、贾谊故居、新民

学会旧址、李富春故居纪念馆、八

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湖南省工委

旧址、中山亭等博物馆、纪念馆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全部实现免

费开放。为了让市民更好地参观

市博物馆，市政府还投入651万元，

将市博物馆景观提质改造，去年 9

月以崭新的姿态迎接观众。

惠民策略之五：百万市民共享

“阳光”。

从2009年开始，长沙市文广新

局每年举办“阳光娱乐·创业兴文”

系列活动，活动包括“百万市民进

歌厅”、“唱响星城”KTV争霸赛、电

玩大比拼等，旨在丰富市民精神文

化生活，让更多人参与到健康、阳光

的娱乐活动中。其中“万名市民进

歌厅”就是把歌厅、酒吧等娱乐场

所 的 消 费 券 赠 送 给 外 来 务 工 人

员、环卫工人、城市弱势群体，去年，

全市 95 家娱乐经营场所提供 1 万

张可供10万人使用的消费券，近百

家网吧共提供 700 余张百元消费

券，令市民不花一分钱便可享受娱

乐消费服务。

如何让弱势群体特别是外来

务工人员享受到城市文化生活，

一直是长沙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的重点工作。从去

年开始，长沙市群众艺术馆开展

了一系列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文

化活动。比如，“外来务工人员歌

手大赛”吸引了不少在长沙工作的

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全市共选拔出

38 个节目共 60 余名选手参加全市

决赛。

在“外来务工人员歌手大赛”

的基础上，长沙市群艺馆今年重点

打造“外来务工人员精神新家园”

系列活动，举行了外来务工人员舞

蹈大赛、歌曲创作活动、书法美术

摄影大赛及展览、“我爱长沙”文学

创作征文赛等，为外来务工人员建

造了温馨的精神家园；芙蓉区制定

《外来务工人员俱乐部活动方案》，

以区图书馆、文化馆为俱乐部总

部，各乡镇街道成立分部，每月组

织开展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文艺

活动、培训、讲座，扶植外来务工人

员文艺团队，免费培训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

惠民策略之六：推进公共文化

标志性工程建设。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也是

市民引以为豪的资本。”长沙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剑飞在谈到如何

对待古城文化历史遗迹时表示，

“能修复的尽快修复，能保护的必

须保护”。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沙有

“楚汉名城”之称，城内古城遗址、

古代墓葬、古刹名寺、古阁亭院等

星罗棋布，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和

三国孙吴纪年简牍震惊中外。2011

年12月，长沙市委、市政府通过了《关

于推进国际文化名城建设的意见》，

根据意见，至 2020 年，长沙将投资

1000亿元建设约100个重大文化建

设项目。

近年来，长沙市先后建成了简

牍博物馆、橘子洲生态文化公园、

“一馆三中心”（群艺馆、青少年活

动中心、文学艺术创作中心、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宁乡县文体活动

中心等一批重要文化工程；修缮了

贾谊故居、新民学会等20余处文物

保护单位；完成了赐闲湖、潮宗街、

开福寺等历史街巷及清水塘近现

代史博物馆提质改造工程；望城区

靖港古镇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镇，浏阳市永和镇、开福区捞刀

河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除此之外，在建的“两馆一

厅”（新市图书馆、市博物馆、音乐

厅）也已完成主体建设，铜官窑和

炭河里考古遗址公园、西湖文化园

等文化工程有序推进。去年，长沙

又投资 40 多亿元启动了长沙文化

艺术中心、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汉长沙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等项

目建设。

另外，长沙市辖三县（市）六区

均建有图书馆、文化馆，所辖的114

个乡镇均建有综合文化站，村（社

区）文化活动室（中心）建设基本完

成。如今全市基层文化服务点1425

个，农家书屋1013家，已形成市、县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公共

文化设施网络体系。

成果：
从文化长沙到文明长沙

长沙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取得了斐然成果：

●市博物馆自2008年免费开

放以来，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每

年组织送展览进社区、进农村20多

次；长沙简牍博物馆免费开放两年

来，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年均游

客比免费开放前增长了5倍多。

●市图书馆实施免费办图书

证后，月办证人数是以前的两倍，

借阅人次达到以前的3倍。

●“好戏天天演 欢乐满星城”

活动开展以来，共恢复传统剧目演

出68个，演出500多场，吸引了10

万人观看。

●“阳光娱乐·创业兴文”活动

累计发放娱乐消费券14万余张，参

与企业2500多家（次），直接参与人

数50余万人次，惠及数百万群众。

●长沙市登记在册的群众文

艺团队多达千余个，常年参加文艺

团队活动的群众达 10 万余人，举

办演出 1.5 万余场，辐射全市 180

多 个 街 道（乡 镇）、近 千 个 社 区

（村）、600多万群众。

●长沙市直属剧团每年送戏

下乡近500场，全市农村电影放映

“2131”工程实现年放映2万多场，

年服务农民观众460余万人次。

● 全 市 普 查 登 记 非 遗 项 目

1366个，全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7项、省级项目16项、

市级项目2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5人、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 12 人、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 32 人，项目保护传承发展基地

14个，民办非遗博物馆5个。

●全市建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支中心10个、基层服务点1425

个，建成未成年人绿色网吧、公共电

子阅览室 322 家，建成农家书屋

1000余家。

2011年，长沙被评为全国文明

城市，而文化建设无疑为文明长沙

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沙市文广新局供稿）

让文化更好地回归百姓 造福百姓
——长沙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纪实

“千团汇演、百佳评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开幕式

孩子们在农家书屋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群众文艺团队的精彩演出

长沙市图书馆举办的“你的 BOOK 我买单”活动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