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位于珠三角

腹地，毗邻广州，面积 1073 平方公里，

下辖 8 个镇街，人口 260 万，2012 年地

区生产总值 1966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285 亿元。作为广东经济“四小虎”之

一，南海的经济发展一直位居全国百强

县前列。在文化建设上，南海是“全国

文化先进县”“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

2011 年 3 月，文化部根据南海的具

体情况和特点，参照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的 相 关 创 建 标 准 和 要

求，同意南海作为县域城市试点进行

“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的

综合性创建。两年来，在文化部和广

东省文化厅的指导下，南海以创建为

契机，大力营造文化发展的浓厚氛围，

除完成规定动作外，还在自选动作如

制度设计的创新性、带动性、导向性和

科学性方面，做出了许多新探索、新尝

试，破解了地方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难

题。如今，南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文化软实

力不断增强，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

公共文化服务的经验和做法。

高度重视，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南海自始至终高度重视示范项目

的创建工作。在筹备阶段，成立了以

区委书记为组长、分管文化的区领导

为副组长、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和各镇

街负责人组成的区级创建领导小组和

专 家 咨 询 委 员 会 ，确 定 工 作 目 标 、任

务、计划、工作方案和制度设计，把创

建工作上升到区一级层面，使创建工

作不再只是文化部门的事。在具体实

施阶段，多次召开全区创建工作大会，

营造浓厚的创建工作氛围。在创建工

作总结阶段，该区认真总结两年来的

经验、做法和体会，撰写研究报告等上

报文化部、省文化厅。在最后的创建

工作验收阶段，该区根据文化部、省文

化厅领导和专家意见，总结提炼创建

模式，力争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提供示范。

两年来，南海区根据实际，对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和实践，在 11 个制度设计项目上

取得了一定突破，并不断将制度设计

研究成果应用到具体工作中，让实践

工作和制度设计相互印证，既促使制

度设计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同时也破

解了多项地方文化发展的基础问题，

取得了明显成效。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

前，全区公益文化机构全部实现免费

开放，文化共享工程覆盖全区 278 个村

居，特别是“十元高雅艺术剧场”进村

居工程，受到群众一致好评。两年来，

该区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1.5 万场

（次），举办免费或低票价的高雅艺术

演出 150 余场，举办公益性文化讲座

450 多场，在农村、工业园区放映电影

5000 多场。该区还积极推动具有本地

特色的文化活动常规化，形成了“珠三

角休闲欢乐节”“南海艺术节”等区级

文化活动品牌与罗村“孝德文化”、九

江“渔耕粤韵”等各镇街文化节庆活动

交相辉映的格局。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成“城乡十

分钟文化圈”。目前，南海文化馆、图

书馆均为国家一级馆，全区 8 个镇街的

文化站全部为省特级文化站，全区 278

个村居文化阵地全部实现了“六个一”

（即拥有 1 个群众文化广场、1 个综合

文化活动室、1 个文化驿站、1 名文体辅

导员、1 支文化义工分队、1 个以上特色

群众文化活动项目）。另外，区镇村三

级文化广场面积达 114 万平方米、文化

活动室面积达 29 万平方米，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成，提前完

成了“城乡十分钟文化圈”建设。

基层文化队伍得到优化。南海区

积极培育区级文艺团队、基层文艺骨

干和群众业余文化队伍，并为他们搭

建培训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两年来共开

设公共文化服务、音乐、舞蹈、戏剧等专

题培训班 691 期，着力提升基层文化队

伍的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南海现有

区级文艺团队 10 支、各级群众文艺队

伍近 500 个、社区专职文化辅导员 332

人、社区文艺骨干 3000 多人、文化志愿

者 3500 多人，基层文化队伍素质过硬。

示范价值和建设亮点
贯穿全程

示范价值一：确立“文化引领”理

念，破解“小文化”发展局限。

南 海 将 文 化 确 立 为 地 区 发 展 的

“灵魂”。他们提出了“文化引领”理

念，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化与产业、城

市、环境和社会共同科学发展的新路

径。所谓“文化引领”，就是积极发挥

文化“统帅”功能，以文化引领产业、城

市、环境和社会“四驾马车”加速前行，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建设提升、环

境优化再造和和谐社会构建。作为南

海的发展战略，“文化引领”理念的确

立和实践，实现了“小文化”到“大文

化”的转变和跨越，是创建工作的第一

个亮点。

示范价值二：建立“文化考核”管

理机制，破解“重视不足”问题。

实施“基层文化建设考核”。南海

区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由于长期以来

缺乏对基层文化工作的考核，造成当

地一些地方的文化工作做好做坏都一

样、做多做少都一样。针对这一情况，

2011 年，南海区在对镇街的年度考核

中首次加入文化考核内容，各镇街也相

应增加了对村居一级的文化考核内容。

“基层文化建设考核”的实施，使各镇街

领导对文化工作更重视、更关心，使基层

文化工作呈现出新局面，从而推动了全

区一盘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

施“基层文化建设考核”，调动基层积极

性，是创建工作的第二个亮点。

引 入 第 三 方 启 动 综 合 评 价 体

系 。 2012 年 ，南 海面向全区试行“文

化引领促进科学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委 托 第 三 方 评 估 机 构 对 文 化 基 础 建

设投入，文化引领对产业、城市、环境

和社会发展的引领程度，以及公众对

文化发展满意度等 41 项指标进行综

合评价。评价机制充分体现了政府、

社 会 、群 众 共 同 参 与 ，为 区 内 各部门

和 镇 街 参 与 文 化 建 设 提 供 了 目 标 参

照，也使各镇街之间形成了竞争。试

行“文化引领促进科学发展综合评价

体系”是创建工作的第三个亮点。

示范价值三：创新“多元投入”方

式，破解“资金掣肘”问题。

“ 文 化 消 费 补 贴 ”掀 起 文 化 热 效

应。为破解文化需求与文化产品、服

务对接难题，该区根据自身财政能力，

在 省 内 率 先 试 行“ 文 化 消 费 补 贴 ”。

2012 年 5 月，南海区正式出台《文化消

费补贴实施意见》，通过财政资金竞争

性分配方式，向文化服务机构提供间

接补贴，促使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

给。去年区财政投入 2000 万元专项资

金对群众看戏（电影）、参加社区文化

活动、购买图书、游览文化景点 4 个领

域的文化消费试行补贴，既激励了文

化生产，又刺激了文化消费，同时也促

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

“十元高雅艺术剧场”推出后，原来 110

元至 350 元的票价在政府补贴后只需

10 元到 50 元，有效撬动了群众的文化

消费欲望，既实现了“帮院团找市场，

帮基层找队伍”，又实现了从“送票没

人看”到“买票多人看”的转变。实施

“文化消费补贴”，撬动群众文化消费，

是创建工作的第四个亮点。

积极发挥“文化事业发展资金”的

杠杆效应。为让文化事业发展更有后

劲，南海出台了《文化事业发展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对文化设施、文化人才、

文艺精品、历史文化的扶持奖励进行

了规定。2011 年至 2012 年，该区用于

奖励文化项目和个人的资金达 2672 万

元，为历年之最。文化事业发展资金

充分发挥了杠杆作用，以“小投入大产

出 ”的 方 式 ，激 励 促 进 了 基 层 文 化 设

施、人才队伍、文艺创作、文化保护等

工作的提升。

示范价值四：构筑“城乡一体”

的文化全覆盖格局，破解“文化断层”

问题。

“特色文化片区”聚拢文化资源。

为了克服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的情况，

在项目创建期间，南海将 8 个镇街按其

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划分为东中西三

大片区，分别打造“潮涌灯湖”广佛都

市文化高地、“动感狮城”现代产业文

化高地、“文翰樵山”岭南文化高地 3 张

区 域 名 片 ，塑 造 特 色 鲜 明 的 文 化 片

区 。 此 举 打 破 了 镇 街 之 间 的 行 政 壁

垒，避免了同质化和资源浪费，从体制

上解决了镇街文化建设长期以来各自

为政、重复建设等弊端，实现了区域特

色文化资源强强联合，形成了一个个

叫得响的区域文化品牌。

“十分钟文化圈”缩小城乡差距。

南海因地制宜，按照城乡标准一体化

的要求建设“城乡十分钟文化圈”，完

善 区 镇 村 三 级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设 施 网

络。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区级重

点文化设施合理布局，各镇街“省特级

文化站”功能齐全，社区文化“六个一”

覆盖所有村居。“城乡十分钟文化圈”

以区镇村三级文化设施为纽带，带动

了文化活动和服务的常态化发展，让

城乡居民可以就近享受文化服务，大

大缩小了城乡文化待遇差距，实现了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建立“社区文化发展委员会”，探

索村居文化组织建设。一直以来，南

海镇街以下没有设置文化管理机构，随

着社会管理重心下移及群众文化需求的

增加，这种管理模式已不适应形势发

展。南海区罗村街道积极探索村居文

化管理体制的新模式，2012 年 8 月，罗

村在务庄社区成立广东首个村级“社

区文化发展委员会”，目前已在街道内

12 个社区推行，探索出了村居文化“三

个二”模式（即建立两个会：文化发展

委员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两个团：群

众艺术团、文体社团；两个队：文体辅导

队、文体义工队）。这一创新突破了行政

上的条条框框，使最基层的社区文化组

织得到政府、居委、企业三方的支持，既

解决了基层社区文化建设一直以来无

组织、无资金、无人才的问题，又能以

此统筹集中资源举办大型活动。“社区

文化发展委员会”的建立是创建工作

的第五个亮点。

“文化共享三联建”促文化“无缝

对接”。南海区大沥镇以“项目建设”

打造文化阵地，以“共享工程”活化基层

文化设施，推动了镇、村（居）、组文化阵

地“三联建”，统一了 191 个村小组的文

体楼的功能布局，18家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入选南海文化设施建设“五十佳”。

“文化共享三联建”活化了镇、村、组三

级文化阵地和活动内容，使村小组一级

也加入到文化建设的大军中来。

推动“新南海人文化服务”，让外

来工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南海是广

东的一个制造业名城，外来务工人员

占常住人口半数以上。为增强新南海

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该区大力开展

外 来 工 文 化 服 务 工 作 ，出 台 了《加 强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文 化 服 务 的 实 施 意

见》，在 企 业 中 广 泛 推 行 企 业 文 化 示

范单位建设。此外，每年还举办全区

“产业工人文化节”，让广大外来务工

者参与其中。

示范价值五：推动文化“全民共

建”，破解“参与度低”问题。

引导社会力量办文化。为了让社

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南海区出台了

《扶持文化产业发展试行办法》、《促进

文 化 与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2011 年至 2012 年，南海文化产业增加

值 均 超 过 100 亿 元 ，占 GDP5% 以 上 。

创建工作不仅促进了政府加大对文化

的投入，还撬动和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文化建设。目前，南海由民间资本投

资兴建的各类民营文化场馆有 19 家，

全部免费向群众开放。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办文化，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的

“大文化”发展格局，是创建工作的第

六个亮点。

招募“文化义工”扩大文化队伍。

南 海 区 成 立 了“ 区 文 化 义 工 服 务 总

队”，镇级成立了“文化义工分队”，全

区 注 册 的“ 文 化 义 工 ”达 3500 多 名 。

该区还制定了《南海文化义工管理办

法》、《南海文化义工奖励方案》，建立

了“星级义工”服务制度。在引导、辅

助村居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文

化义工”在重大节庆活动中还承担了

引领解说、维持秩序等工作。“文化义

工”参与文化建设，有效破解了政府文

化服务队伍人员不足的情况，调动了

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巩固创建成果，进一步
提升建设质量和水平

随 着 制 度 设 计 和 创 建 实 践 的 深

入，南海示范项目创建取得了显著成

效 ，回 顾 两 年 的 创 建 过 程 ，南 海 对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的 认 识 也 越 来

越 清 晰 ：党 委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 是 前

提，“文化引领”理念和顶层设计是核

心 ，资 金 和 制 度 保 障 是 关 键 ，三 者 缺

一 不 可 。 同 时 ，创 建 工 作 只 有 起 点 ，

没有终点，还需要继续巩固深化创建

成果，进一步提升县域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质量和水平。

创新模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

力。继 续 坚 持“ 文 化 引 领 ”的“ 大 文

化”发展战略，深化制度研究；推进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机 构 智 能 化 、市 场 化 运

作，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活力。

完善设施，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的承载力。坚 持 大 型 文 化 设 施 和 基

层 文 化 站 点 建 设 相 呼 应 ，巩 固 公 共

文化设施全覆盖；坚持硬性标准和因

地 制 宜 相 结 合 ，提 升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建 设 水 平 ；坚 持 基 础 建 设 和 惠

民 工 程 相 配 套 ，完 善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服务功能。

丰富产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

供给力。以 实 施 文 化 精 品 工 程 为 龙

头 ，加 强 对 文 化 产 品 创 作 生 产 的 引

导 ；以 品 牌 活 动 为 平 台 ，实 现 群 众 性

文化活动的常态化和品牌化。

广泛宣传，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

影响力。把 宣 传 教 育 作 为 抓 好 创 建

成 果 巩 固 提 升 工 作 的 重 要 任 务 和 有

效 手 段 ，发 挥 舆 论 引 导 功 能 ，通 过 多

种途径在全社会营造全民知晓、全民

参与的浓厚氛围。

（本版文字与图片均由佛山市南

海区文体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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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引领 让百姓共享
——佛山市南海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综述

产业文化节之企业达人秀

文化义工宣传区文化活动街区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百狮巡游”活动

2012年珠三角休闲欢乐节之动漫创意嘉年华开幕式

南海艺术节之精品剧目巡演《一把酸枣》

“十元高雅艺术剧场”系列演出海报

“乐活南海 灯湖周末”广场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