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 7月16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胡辉明
12 地方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 强化普惠共享

湖北潜江：潜心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

第四届龙虾节开幕式演出现场

潜江市曹禺纪念馆

潜江市曹禺文化产业园总体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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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华台基址展示馆

潜江市赵台村堤坡花鼓戏演出现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草把龙”表演

潜江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

原腹地，国土面积 2004 平方公里，人口

103 万，境内有全国十大油田之一的江

汉油田，辖 6 个办事处、10 个镇、6 个农

场（管理区）、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潜

江素有“曹禺故里、江汉油城、水乡园

林、龙虾之乡”的美誉，是镶嵌在荆楚大

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近年来，潜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文化建设，以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为契机，树立“抓文化就是

抓发展、抓民生、抓和谐”的理念，始终

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

文化名市建设，塑造“文化潜江”形象，

展现“潜江文化”风采。按照城乡统筹、

全民共享的思路，以设施网络化、服务

多元化、活动品牌化为抓手，努力构建

网络健全、结构合理、发展均衡、运行有

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

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先后荣获了“全国文化先进地

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市”“全国体育

先进市”“中华诗词之市”“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

地区”等称号。

一、加大投入，推进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广覆盖

潜江始终把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公

共文化发展的基石来抓，近三年公共财

政投入文化事业共计 5.2 亿元，年均增

长 19%，建立起了设施齐全、覆盖广泛

的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一）提档次，增强市级公共文化服

务辐射力。一是打造特色“博物馆群”。

自 1986年建设第一家博物馆以来，累计

投入近 3 亿元推进综合馆和专业馆建

设。目前，全市拥有 5 个博物馆——市

博物馆、曹禺纪念馆、曹禺祖居博物馆、

章华台基址展示馆、世博湖北馆；已开

工或即将开工的有龙湾遗址博物馆、中

国戏剧博物馆（潜江馆）、城市规划馆、

龙虾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 5 个。这

些博物馆全面建成后，潜江将达到平均

10 万人 1 座博物馆，远高于国家规划的

2020 年每 25 万人拥有 1 座博物馆的目

标。二是狠抓“两馆”（图书馆、群艺馆）

改造提升和新建项目，坚持新馆、旧馆

两手抓，做到老馆功能提升拓展，新馆

加快建设。群艺馆新馆项目（曹禺大剧

院 A 区，建筑面积 1 万平米）已投入近 1

亿元，目前建设进展顺利；图书馆总分

馆制迈出实质步伐,“1+4”（市级总馆+

四个乡镇分馆）模式已经启动，即将向

全域推广，实现城乡一体、通借通还。

老百姓对“一地借、异地还”的借阅方式

交口称赞。三是推进文化主题公园建

设。自 2004 年以来，潜江市共投入 12

亿元建设曹禺文化产业园，占地 2000

亩，形成了以曹禺纪念馆、曹禺祖居博

物馆、世博湖北馆、曹禺大剧院为标志

的主题文化公园。目前，正启动推进第

三期文化产业项目，打造以公共文化场

馆为支撑、文化产业项目为内核动力的

现代文化产业园。

（二）强中坚，增强镇村公共文化服

务支撑力。不断完善镇处综合性文化

中心功能，大力推进“三室一厅一场”，

即图书阅览室（含电子阅览室）、教育培

训室、管理和辅导室、多功能活动厅和

镇村文体广场建设，进一步强化文化站

基础支撑地位。浩口、竹根滩、渔洋、老

新、熊口等一批镇处文化站达标建设掀

起高潮，总口、周农等地文化广场建成

并投入使用。目前，全市 23 个镇级综

合文化站，面积都在 300 平方米以上。

其中浩口等乡镇活动中心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大部分达到省三级以上标

准（其中一级站 2个）。

（三）扩基层，增强村级公共文化服

务影响力。围绕“村村拥有一个文化宣

传栏（廊）、一个综合文化室、一个体育健

身路径、一个文化广场”的“四个一”创建

目标，整合宣传文化、党员教育、体育等设

施与资源，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党务、村

务、事务、医务、商务”之中，建立联合公务

服务机制。目前，村级文化广场建设方

兴未艾，覆盖率达60℅，个别乡镇达100℅。

在社区，积极探索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

社会事务“网格化”管理的新途径，实施

公共文化服务动态管理，为居民提供方

便“对路”的公共文化产品。

二、共建共享，实现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惠民化

潜江始终把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

果作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落脚

点，立足基层、面向群众，丰富公共文化

产品，扩大供给领域范围，打造区域特

色品牌，全面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一）文化服务“送”民。潜 江 自

2007 年以来，持续开展送花鼓戏、送电

影、送图书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的

“三送三进”活动。特别是本土剧团坚

持免费送戏下乡，克服严寒战酷暑，为

农民送去本土的文化大餐，每年下乡演

出 100 场以上；为农村群众因时因地提

供公益数字电影放映服务，每村每年至

少 12 场；市图书馆坚持送书下乡，每年

送流动图书下乡 3 万余册次。同时，全

市坚持每年举办春节晚会与元宵猜谜

灯会、“正月文艺演出季”等文化活动，

弘扬优秀传统，传播正能量，丰富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

（二）群众参与“乐”民。坚持举办

“唱响潜江”“舞动潜江”“欢乐潜江”“戏

迷潜江”等群众性活动，一季度一主题，

打造潜江市亮丽的城市文化风景线，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无门槛”的百姓舞台，

形成了巨大的文化“磁场”。坚持以乡

镇文化站为主体举办“农民文化节”“趣

味运动会”“农村广场舞大赛”，引导农

民开展民歌、民舞、腰鼓、秧歌、舞龙舞

狮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

极大地活跃了农村文化氛围。针对城乡

群众广场舞全域普及、全民参与的实际，

潜江市文化部门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为

393个村（社区）每村配备了一套音响设

备，真正实现了“全域舞动，律动潜江”。

（三）打造品牌“惠”民。围绕打造

曹禺文化、非遗文化、龙虾文化等特色

文化品牌，举办节会，坚持以节促建、以

节促变、以节促文，开展系列惠民活动，

把 节 会 办 成“ 文 化 的 盛 会 ，百 姓 的 节

日”。通过品牌引领、城乡联动，为潜江

不同层次群众提供“菜单式”文化服务，

雅俗共赏，文化惠民。2011 年，潜江被

授予湖北省“一县一品”文化品牌创建

特别奖。一是打造曹禺文化品牌。依

托曹禺名人效应，以建设“中国戏剧之

都”为目标，坚持每 4 年举办一届中国

（潜江）曹禺文化周，争取中国文联、中

国剧协和省文联、省剧协支持，开展不

同地方剧种曹禺作品展演、中国文联志

愿服务送温暖下基层、梅花奖艺术团慰

问演出、剧本创作与交流等系列文化活

动，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让人

民群众享受高雅艺术与民间文化相得

益彰、精彩纷呈的“艺术大餐”。曹禺文

化 周 被 评 为“ 中 国 最 负 盛 名 文 化 节

会”。二是打造“龙虾”文化品牌。依托

“龙虾之乡”这一城市名片，自 2009 年

以来，坚持每年举办中国湖北潜江龙虾

节，开展“虾乡情韵”“红了潜江”“红红

火火龙虾情”等文化活动，集广场文艺、

非遗展示、花灯展示、皮影展演等于一

体，每年吸引群众达 20 万人次。潜江

龙虾节被评为“中国最具地方特色物产

节会”，成为一个集“美食盛宴、文化盛

典 、经 贸 盛 会 ”于 一 体 的 产 业 文 化 品

牌。三是打造非遗文化品牌。目前，潜

江市拥有 4 项国家级（江汉平原皮影

戏、荆州花鼓戏、潜江民歌、潜江草把

龙）、9 项省级、53 项市级保护项目，位

居湖北省地市“第一方阵”前列。潜江

市以弘扬潜江花鼓戏这一国家级非遗

品牌为引领，积极挖掘本土文化的厚重

底蕴，扩大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影响

力。在潜江有近 200 多个业余花鼓戏

剧团常年活跃在农场，湖北省实验花

鼓戏艺术研究院坚持进镇入村，把戏

剧节目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唱戏、看戏

成为广大群众的重要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极大地提升了潜江

人民的幸福感，使潜江被评为“中国十

大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民生改善典

范城市”。

（四）文化产业“富”民。近年来，

我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举办文

化旅游高端论坛，积极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市委市政府分别设立了 600 万

元文化发展专项资金，200 万元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基金，为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提供了财政支撑。依托“天下第一

台——楚章华台”“平原第一坝——南

水北调兴隆大坝”做足“吃、住、游、购、

娱”的文章，打造“看大戏、赏书画、咏诗

词、观遗址、游大坝、逛梅苑、吃龙虾”等

魅力潜江旅游品牌，初步形成了以曹禺

文化产业园、章华台旅游区、兴隆水利

景区为支撑，“三区一线”和乡村休闲游

为特色的文化旅游发展格局。通过引

进社会资本，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 680

亩的龙虾文化产业城落户潜江，第一期

已经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占地 3 万

亩的浙江滕头园林花卉苗木基地选址

潜江，每年春夏秋冬四季有花，让潜江

成为一片花海。据统计，近些年来，潜

江市接待市内外游客近 70 万人次，为

农村群众人均创收 450 元。

三、完善体系，构建公共文
化体制机制长效化

潜江始终坚持把体制机制创新作

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突破口，

着力构建“四大体系”，强化政府主导、

社会主体，努力推进投入多元化、服务

外包化、运作市场化。

（一）着力构建资金多元体系。一

是强化公共财政支撑，将公共文化服

务工作纳入财政预算，且投入不低于

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同

时，成立由分管市领导牵头，宣传、农

办、教育、文化、财政等部门组成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领导小组，

加强资源与项目整合，共同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二是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采取“农民集、集体垫、老板

捐 ”等 办 法 ，开 展 多 元 化 捐 资 助 文 活

动 ；同 时 ，采 取 政 府 购 买 公 共 文 化 服

务、项目补贴奖励等政策措施，支持文

化组织（企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特

别是在举办龙虾节和曹禺文化周等重

大节会过程中，潜江市更加注重利用

协会或企业力量。市场力量办节办会

的模式已成为惯例。

（二）着力构建人才队伍体系。一

是培养文化拔尖人物。大力实施《湖

北省宣传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项

目实施方案》，出台加强优秀文艺人才

培养的具体措施，突出花鼓戏、音乐创

作、编导等紧缺岗位，加快培养一批政

治 素 质 高 、业 务 水 平 精 湛 的 本 地 人

才。采取政府出资，文化部门与上海

戏剧学院、华中师范大学联合培养人才

的模式，近年来培训各类人才 100 多

人。二是扶持业余文化队伍壮大。加

强对农村和社区民间文化人才的扶持

和优秀成果的奖励，推动优秀文艺人才

脱颖而出和社会文艺团队建设。三是加

大文化队伍培训力度。重点瞄准农村基

层，采取“以上带下”、辅导培训等多种形

式，提高基层文化队伍的综合素质。四

是大力发展文化志愿者队伍。成立文化

志愿者协会，建立激励机制，引导和支持

各界人士志愿参与公益文化服务。

（三）着力构建组织保障体系。坚

持政府主导，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

齐抓共管，宣传文化部门组织协调，相关

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领

导体制。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

各地党政领导年度目标考核范畴，形成

全市上下齐抓共建的良好氛围。

风劲扬帆正当时。潜江，站在新常

态的起跑线上，奋力追赶时代的步伐，

正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让文化之果更丰硕，让文化之

光普照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角落！

（湖北省潜江市文化旅游局供稿，

图片由张汉成、程崇尚摄。）

潜江市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江汉平原皮影戏”演出

潜江市曹禺大剧院建成效果图

潜
江
传
统
秧
歌
腰
鼓
表
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