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创促建，规划先行；全心全

意，立足民生。

从入选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到现在近一年的时

间，四川省成都市的各级文化部

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忙着调研

梳理，忙着破解难题，忙着出台有

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忙着推动

政策的贯彻落实。4 月中旬，成都

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入开

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在 全 国 率 先 将 市 、区

（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四级公共文化服务常年经费全部

纳入财政预算。

成都市文化系统正在实践中

摸索前行，创新思路、全心为民，

旨在通过有声有色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将“文化成都”这一

品牌打磨得更加鲜亮。

村文化要花市财政的钱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业已建成，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

已延伸到基层农村，但“架子”搭

起来后，仍有不少问题亟须补充

解决。由于目前没有专项的常年

公共文化服务经费，致使公共文

化服务活动难以在村（社区）一级

正常开展。如何解决村级常年文

化运行经费的问题，高效地实现

文化均等，是摆在全国文化单位

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成都因地制宜，一个创新性

的政策横空出世。继 2009 年在全

国首创“10、8、6”（《中共成都市委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基层文化建设的意见》规定，按常

住人口数量，核定乡镇一级常年

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具体标准分

别为：一圈层各区每人每年 10 元；

二圈层各区县每人每年 8 元；三圈

层各区（市）县每人每年 6 元），保

障乡镇一级文化经费之后，成都

再出重拳，将服务做到细致入微，

固定村（社区）一级的文化经费，

让村级文化来花市级财政的钱。

“先给文化留足 10%的经费，

其他的再由村民议事会决定如何

分配。”《意见》出台前的一次会议

上，成 都 市 主 要 领 导 拍 板 定 论。

成都发展公共文化的决心自上而

下，一以贯之。

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日前

出台的《关于深入开展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 创 建 工 作

的实施意见》，“从 2012 年起，在

纳 入 市 财 政 预 算 的 村 级 公 共 服

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中，列支

不少于 10%的专项经费，用于保

障村（社区）综合文化活动室的正

常运行”。

成都创新设立村（社区）公共

文化服务经费，将已纳入市财政

预算的村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专项资金，每年每个村将落实不

少于 3 万元，按照不低于 10%的比

例落实村（社区）综合文化活动室

常年运行经费，照此政策，以现有

的 3363 个村（社区）计算，成都市

每年仅在市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

金的列支将达到 1 亿余元。至此，

成都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

服务常年经费全部纳入了财政预

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

财政分级预算保障机制。

政策一出，欢欣鼓舞。尤其

是基层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感觉终

于等来了文化发展的春天。

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经费

专项政策的建立，从地域上涵盖

了成都大小城区最细枝末节的点

位，从资金上保障了各地区文化

站的基本需求，无论是大城区还

是偏远县，都能享受到充实的经

费和充足的人力，再也不会为人

员和经费的问题所困扰。

采购文化服务政府买单

送文化演出到乡镇（街道）和

村（社区），是城乡群众的热切期

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四川

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和成都市委十

一 届 九 次 全 会 通 过 的《决 定》和

《意见》一脉相承，都明确要求建

立政府采购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基础设施有了，团队建好了，

舞台搭好了，谁来为“唱戏”买单？

“今年成都市新设立了 1 亿元

的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用于

扶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发展。同

时，市、区（市） 县两级分别设立

政 府 采 购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专 项 经

费，市本级从公共文化服务专项

资金中安排 1000 万元，各区（市）

县在市级财政均衡性财力补助经

费中安排不少于 200 万元，用于政

府 采 购 文 化 活 动 等。”成 都 市 的

《意见》再一次令人眼前一亮。

“加大城市对农村文化援助

力度，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这 是 成 都 从 2006 年 就 开 始 的 尝

试。成都市政府坚持每年以政府

采购的方式，采购 1000 场以上近

年 获 国 家、省、市 级 艺 术 奖 项 的

精 品 节 目，将 这 些 融 思 想 性、艺

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节目集体

打包下乡演出，并采购 1000 场木

偶 、皮 影 和 电 影 送 到 农 村 中 小

学，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健

康向上的高品质文化产品为农村

群众服务。

而这一次，经费保障将一步到

位。据悉，成都市2012年公共文化

服务财政性经费总计达到5.4亿余

元；较 2011 年，全市公共财政对文

化体育与传媒投入增长67.93%。

让文化站成为
乡镇里的醒目标识

作为成都市唯一的乡镇综合

文化站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双

流县永兴镇文化站在硬件设施建

设上下了大功夫。

记者日前来到双流，文化站

室外的文化广场开阔、平整，据悉

其面积达到 6000 余平方米。进得

站内，在其设置的“四室一厅一长

廊”（即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活动

展览室、工作室、多功能厅和文化

长廊）里，村民可尽情翻阅 4500 余

册藏书，上网冲浪 、跳 舞 观 影 都

可 使 用 室 内 的 多 媒 体影院和音

箱设备。

这样的文化站不止一处。“5·12”

汶川大地震后，成都市相继完善

和建成了成都市文化馆、高新区

芳草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都

江堰市图书馆等一大批公共文化

活动设施。完善后的图书馆、文

化馆和文化活动中心已经成为附

近居民的主要活动阵地，而统一

的建筑风格、标准化的建设，让文

化站一跃成为乡镇里最醒目的标

识之一。

然而，面对未来公共文化的

发展需求，成都市对公共文化的

投入还远未停止 。 在 此 次 发 布

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到 2012

年底，成都市要完成市、区（市）

县图书馆、文化馆和乡镇（街道）

综 合 文 化 站（中 心）、村（社 区）

文 化 活 动 室 的 公 共 电 子 阅 览 室

标准化建设；完成国家标准的农

家书屋建设；启动全市出版物发

行 网 点 和 公 共 阅 报 栏（屏） 建

设 ；启 动 成 都 美 术 馆 建 设 。 到

2013 年 底 ，完 成 成 都 博 物 馆 新

馆、美 术 馆、新 声 剧 场 建 设 和 全

市文化流动服务网络；完成成都

数字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

化 馆 和 文 化 综 合 执 法 数 字 监 管

平 台 建 设 。 到 2015 年 底 ，将 完

成 成 都 大 剧 院 、成 都 图 书 馆 新

馆、巴 金 故 居 博 物 馆、川 剧 艺 术

中心三期工程、金沙旅游实景剧

场（杂技剧场）建设；有条件的区

（市）县还将建成大型文化广场、

综 合 性 博 物 馆、多 功 能 剧 场、体

育场、体育馆……

“菜单式”服务满足
不同文化需求

在 成 都 市 文 化 馆 的 舞 蹈 室

里，学员们正专心致志地跟着舞

蹈老师 学 习 交 谊 舞 。据成都市

文化馆馆长贾磊介绍，今年春季

成都市文化馆根据市民的要求临

时开办了很多培训班，深受市民

喜爱。“比如这个交谊舞培训班，

只用了半个小时名额就报满了。”

近年来，成都市在各级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方面逐渐从单纯的

硬件配套逐步向软件管理服务方

面 升 级 。 以 前 都 是“ 有 什 么”就

“干什么”，现在是“想干什么”就

能“有什么”。群众的主体地位得

到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于民的

宗旨得到全新诠释。

在此次发布的《意见》中，成

都市更是突出强调“点菜式”文化

定制配送机制。为了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充分考虑

城乡群众不同的文化爱好，在创

建过程将突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和 产 品 的 丰 富 性、针 对 性、特 色

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探索建立公

共文化服务项目和产品“菜单”。

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需求，

“ 定制”文艺演出、数字电影、艺

术 培 训、公 益 讲 座、图 书 借 阅 等

文化服务，从而吸引城乡群众广

泛 参 与 文 化 活 动 。 这 种“ 点 菜

式”的定制配送机制还将与政府

面向社会采购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和产品的供给机制联动运行，鼓

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的提供。

与此同时，成都着力完善和

保障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以

及人才队伍建设，力求通过重点

突破带动整体发展。如今，包括

“百姓故事会”等群众文化活动正

在成都轰轰烈烈地开展，通过塑造

文化品牌，让百姓自发参与，讲述

身边的故事，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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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积极保障基层群众文化权益
本报驻四川记者 王雪娟 梁 娜

4 月 16 日到 20 日，文化部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项目）和“三馆一站”免费

开放督导组一行来到成都，实

地考察了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随后，督导组给出

了这样的评价：“成都的很多经

验值得向全国推广。”

2011 年 5 月，成都市获得

国家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城市资格后，四川省

文化厅和四川省财政厅联合成

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专门指导全省创建示

范区工作。成都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市委

书记为总指挥的创建领导小组，

将示范区创建工作作为市委、市

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列入“一

把手”主抓的重要工作内容。

国家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大城市范例的任务交给了

成都，特别要求成都在政府主

导地位上能够给全国其他城市

提供宝贵的经验，对此成都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忠林表示：

“这既是对成都以往工作的肯

定，也是对成都未来建设的希

望和要求。”

就 在 督 查 组 到 成 都 的 前

夕，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深入开展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实

施意见》，明确和细化了成都创

建工作的目标：到 2013 年，要

创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到 2015 年，成都各

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完善配

套，在全市形成“15 分钟公共

文化服务圈”，公共文化服务丰

富多彩，城乡群众的知晓率和

满意度达到85%以上。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督导组组长、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副院长

申晓娟：

“成都的公共文化不仅设施基础好，

活动丰富，而且与地方特色相结合，让休

闲文化融入公共文化，精彩！”在参观了

成都市双流县三星镇基层文化站后，申

晓娟感叹。

在三星镇综合文化站的活动室里，

一堂生动的楹联写作课正在进行。三星

镇是有名的楹联之乡，全镇每户村民都有

张贴楹联的习惯。三星镇将群众喜爱的

楹联创作纳入公共文化基础建设，文化站

还专门开设了楹联写作课程，并配备专业

的老师为村民讲解楹联写作方法。

“根据不同的地方特色，从老百姓的

实际需求出发，开办这种特色培训班，能

充分调动老百姓参与公共文化的热情

啊！”看着楹联长廊里妙趣横生的楹联，

申晓娟赞叹：“成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方面闯出了一条特色之路，值得向

全国推广。”

双流县永兴镇综合文化站的竹编

女工：

“竹编手艺是文化站统一安排我们

学习的。”已经有4年竹编经验的唐小琴

说，“现在每个月都有 1000 元至 2000 元

的收入，这些活路也是文化站帮我们揽

的。”在双流县永兴镇综合文化站的竹编

活动室内，数十名竹编女工正聚精会神

地编着作品。黑白相间的竹丝经过女工

们的巧手编织后，变成了一件件优美的

艺术品。

2008 年 7 月，永兴镇文化站建成后，

根据村民的需求开辟了竹编活动室。

文化站还专门从眉山市青神县请来了

竹编老师办起了竹编培训班。目前，

文 化 站 已 先 后 培 训 了 600 名 竹 编 女

工，竹编技艺已经成为永兴镇的文化产

业项目。

“多亏了文化站教我们学习竹编手

艺。现在我们既能增加收入补贴家用，

还能照顾小孩，比出去打工强多了。”

39 岁的竹编女工郭凤群谈起竹编就喜

上眉梢。

本版图片由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局提供

他们说

新闻链接

成都经验得到肯定

文化站内的图书阅览室

双流县永兴镇村民依靠文化站的帮扶进行竹编加工

成都市青白江区群众文化活动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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