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创新——
多种模式并行保证文

化人员专职专干

26 岁的胡志正在接受为期 11 天

的入职培训，上午 9 点上课，下午 5 点

下课，课程包括广场舞、坝坝舞、活动

策划、摄影基础知识……这样的课程

安排让人“摸不着头脑”。原来胡志

是成都市双流县文化旅游局新招聘

的文化辅导员。

在 公 共 文 化 建 设 方 面 ，双 流 县

文化旅游局拥有一支庞大的人才队

伍 ，胡 志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员 。 在 2009

年底，全县 24 个文化站、251 个村社

区文化活动室全部建成。如何充分

发 挥 文 化 站、文 化 活 动 室 的 作 用 与

功 能 ，如 何 实 现 文 化 设 施 的 健 康 运

行 ，如 何 让 基 层 群 众 享 受 到 最 基 本

的文化权益成为双流文化工作者的

新 课 题 。 针 对 基 层 乡 镇 文 化 站、村

活 动 室 负 责 人 基 本 都 是 当 地 政 府

人 员 兼 任 ，精 力 不 足 这 一 问 题 ，

2012 年 底 双 流 县 文 化 旅 游 局 联 合

人 事 局 专 门 为 辖 区 内 所 有 文 化 站 ，

公 开 向 社 会 招 聘 了 一 批 文 化 辅 导

员。胡志正是这次公开招聘的 24 名

文化辅导员中的一名。24 名拥有各

种 文 化 特 长 的 文 化 辅 导 员 ，在 接 受

系统培训后将安排在双流 24 个乡镇

文 化 站 。 此 外 ，还 可 按 照 实 际 需 求

进 行 借 调 ，实 现 资 源 共 享 。 文 化 辅

导员的招聘填补了公共文化建设方

面文化专干人员的空缺。

与 此 同 时 ，成 都 在 公 共 文 化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方 面 还 成 功 探 索 出“公

共 文 化 百 千 万 工 程 ”。 通 过 建 设

100 所 以 上 公 益 性 的 市 民 文 化 艺 术

学 校 和 辅 导 点 ，进 一 步 丰 富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网 点 和 内 容 ；通 过 培 训

1000 名 以 上 挂 牌 上 岗 的 公 共 文 化

业 务 骨 干 ，激 发 群 众 参 加 公 共 文 化

的 热 情 ；通 过 发 展 1 万 名 以 上 文 化

志 愿 者 ，吸 引 更 多 文 化 热 心 人 参 与

公 共 文 化 管 理 ，使 公 共 文 化 活 动 有

效地融进城乡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另 外 ，2012 年 ，成 都 市 文 化 馆 、

成 都 市 图 书 馆、成 都 画 院 等 多 家 单

位 共 同 发 起 成 立 了 成 都 市 文 化 志

愿者协会，通过制定 文 化 志 愿 者 队

伍 和 人 员 的 管 理 制 度、规 范 文 化 志

愿 者 管 理 服 务 、建 立 文 化 志愿服务

的 运 行 机 制 等 方 式 ，为 成 都 市 文 化

志 愿 服 务 搭 建 起 一 个 全 方 位 的 服

务和管理平台。

至此，通过政府招聘、志愿者主

动参与、培训上岗等多种方式，成都

已 经 建 立 起 了 一 支 庞 大 的、专 业 的

公共文化人才队伍。

资源创新——
青工文化驿站引导民

营力量参与文化建设

32 岁的甘肃小伙子王志已经在

成都新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了

3 年，因为厂区离市区比较远，每天

结 束 了 枯 燥 的 工 作 后 ，他 一 般 会 去

公 司 的 文 化 活 动 室 打 台 球 、看 电

影 。 现 在 ，王 志 的 休 闲 娱 乐 方 式 有

了 更 多 的 选 择 ，因 为 他 所 在 的 企 业

成立了青工文化驿站。在青工文化

驿 站 的 图 书 阅 览 室 里 ，不 仅 各 类 书

籍和期刊杂志应有尽有，还有 20 多

台 全 新 的 电 脑 可 供 使 用 。 另 外 ，电

影 放 映 室、健 身 房 也 是 工 人 们 的 好

去处。

对 于 这 家 占 地 3000 平 方 米 、总

投资 200 万元的青工文化驿站，成都

新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晨

这 样 认 为 ：员 工 平 均 年 龄 二 十 七 八

岁，正是有着强烈文化需求的年龄，

自 从 推 出 图 书 阅 览 和 文 艺 培 训、体

育 健 身 等 服 务 项 目 ，员 工 们 的 工 作

热 情 更高了。2012 年，公司没 有 出

现产品质量问题，客户投诉率为零，

企业员工流失率大大降低。

“青工文化驿站”是成都在公共

文化建设中的再一次创新。四川是

劳 务 输 出 大 省 ，每 年 输 出 数 以 万 计

的 青 年 工 人 进 城 务 工 ，这 就 使 得 农

村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闲 置 ，而 已 经 趋 于

饱和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又无法满

足大批青年工人的文化需求。国有

企 业 大 多 有 自 己 的 职 工 活 动 室 ，自

然 ，民 营 企 业 员 工 如 何 均 等 享 受 文

化服务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如果完

全依靠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文化建设

进 行 扶 持 并 不 现 实 。 基 于 这 点 ，成

都市文化局从 2012 年开始试水“全

市统筹指导、企业筹划实施、职工参

与管理、属地政府负责”的模式，在

新 都 区、高 新 区 及 郫 县 所 属 的 企 业

园区内启动了青工文化驿站试点建

设 工 作 ，旨 在 引 导 更 多 大 中 型 民 营

企 业 参 与 文 化 建 设 。 成 都 市 图 书

馆、成 都 市 文 化 馆 定 期 对 青 工 文 化

驿站管理人员进行文化培训。

目前，成都已经建立了 3 家青工

文化驿站。政府主导、企业实施、职

工管理、多方参与模式下的青工文化

驿站试点建设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对

于其如何发挥长效作用、如何管理利

用好文化设施、如何平衡企业经营和

文化建设投入等问题，成都市文化局

局长王进表示，下一步将在现有青工

文化驿站试点基础上着手制定实施

意见，引导更多大中型企业建立青工

文化驿站。“公共文化建设单靠政府

很难实现，只有调动一切社会资源，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

务全覆盖。”王进说。

管理创新——
数字化管理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并不是什

么新鲜的事情，网上图书馆、网上文

化馆等一系列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

随着成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

程的推进也逐渐趋于完善。2012 年，

成都市郫县文广局就已经在全国率

先实现了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

村里和社区的文化活动搞得怎

么样，凭年底报上来的几页总结如何

进行有效考核，这一问题曾经让郫县

文广局文化科科长刘伟很苦恼，因为

该县有 200 多个村、社区文化活动室，

如 果 安 排 专 人 去 跑 ，每 天 去 一 个 地

方，需要半年多时间才能跑个遍，监

督管理则可能因流于形式难以实施。

基于这样的缘由，郫县率先在全

国推出了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管理

平台。通过市民学习、民生服务、资

源共享、监督考核及信息互动等六大

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功能，让公共文

化 数 字 化 服 务 管 理 系 统 形 成 了 县、

镇、村三级数字联动的管理结构。同

时，通过这一专门用于提升基层公共

文化管理及服务水平的数字化平台，

社区文化活动是否通过审批、进展如

何等内容都在网上一览无余，全县所

有文化站的工作变得直观透明。

“在办公室里就能监管全县所有

文化站和文化活动室的活动开展及

馆室开放等情况，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还节约了人力、物力。”刘伟表示，

“虽然工作便捷了，但是这套系统却

让我们以及全县所有文化站的工作

内 容 透 明 化 了 ，我 们 的 压 力 也 加 大

了。”郫县文广局根据辖区特点，通

过专门量身定制的这套系统，还首次

将文广局的相关工作完全展示在全

县人民面前。

与此同时，在成都，数字文化阵

地建设有效整合了海量文化资源，并

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文化资源供给，深

受群众欢迎。全市 42 个文图两馆，

315 个乡镇（街道）和 3363 个村（社区）

标准化电子阅览室已经实现全覆盖；

文 化 共 享 工 程 基 层 服 务 点 乡 镇（街

道）、村（社区）实现全覆盖；数字图书

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深受群

众喜爱。此外，成都市文化局还专门

出台《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

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未来 2 年至 3

年内，研发建立并不断完善成都公共

文 化 数 字 化 服 务 管 理 系 统 ，全 面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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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公共文化建设中，成都一直遵循着这一准则。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群众对于多元、多变的公共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让公共文化最大限度地服务

于群众，通过机制创新，成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再一次展现了“成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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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队伍建设 优化资源配置
——创新机制，完善成都公共文化生态空间

在文化辅导员的专业辅导下，双流县新兴镇的百姓们也能自行排练舞蹈了。郫县青工文化驿站里工人们正在练习书法。 郫县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系统受到成都各地文化系统的关注。

极具现代时尚韵味的锦江文化中心。

市民们在文化广场上休闲健身。

安静舒适的成都市图书馆受到小朋友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