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15年 9月16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舒 琳 公共文化 E-mail:ggwhzk@163.com 电话：010-64299522

重庆实行财政分级负担，向社会文艺团体购买服务

把文艺演出送到村寨和社区
侯文斌 文/图

时 讯

山东镇街文化中心覆盖率超九成

一年前，江苏省常熟图书馆遇到了这样一

个发展难题：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

主要形式是总分馆制，然而市、镇、村（社区）三

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已经建立完善，下一步该做

些什么，怎么走？

在国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

中，常熟图书馆以苏州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为契机，以弘扬名城文化、推动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城市为目标，不断增加投入，完善服

务体系，提升服务效能，扎实推进图书馆总分馆

建设。2006年开始实施市、镇、村三级图书馆投

入，2007年全市200多个行政村实现了文化共享

工程全覆盖。2008年，《常熟图书馆乡镇分馆建

设与管理实施细则》由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转

发。2009年，全市12个镇、街道办事处全面建成

常熟图书馆分馆。总分馆实行图书统一采购、统

一编目、统一配送，图书异地借还、通借通还、联

网检索。2011年以来，常熟各镇图书分馆实行

统一开放时间、统一业务标准、统一服务平台、统

一管理制度，资源建设费由原来的每个分馆3万

元增加到5万元。2012年，村级图书室全面安装

了图书管理软件，与市图书馆联网，并对全市村

级图书室藏书进行回溯建库，试行“城乡阅读一

卡通”运行模式。2013年，市图书馆图书流动车

开展流动服务。2014年，积极推进将农家书屋

纳入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工作。

经过“试点引领”“全面推进”“完善提升”

三步走战略，常熟实现了 3 个全覆盖：市图书

馆乡镇分馆全覆盖；全市村级图书馆（室）全覆

盖；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全覆盖。市、镇、

村（社区）三级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见成效，呈

现出资源共建共享、城乡服务均等的新格局。

作为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中的佼佼者，常

熟图书馆并不满足于在总分馆建设和各项服

务创新领域已取得的成绩，总是谋求更进一步

的发展。为突破发展瓶颈、破解发展中的难

题，常熟图书馆馆长李向东带领班子一起思

考，开始了“图书馆+”的探索与实践。

探索之一：突破总分馆纵向的“金
字塔”结构，联合社会机构进行横向发
展，形成“图书馆+组织”的新型分馆。

总分馆建设的 10 年取得了显著成绩，但

国内总分馆建设的普遍模式始终是在行政区

划上做文章，并且随着行政区划的合并与撤销

要进行分馆调整，这就带来了一些分馆不稳定

和不均衡的问题。于是，常熟图书馆开始探索

与社会力量结合办馆的方式，实践“图书馆+

组织”的新模式，其中既有“图书馆+机关”，如

建立了市委组织部分馆等；也有“图书馆+企

业”，如建立了阿特斯图书室等。此外，在今年

举办的第八届常熟阅读节期间，常熟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投资 30 多万元，联合常熟图书馆共

同打造了开发区自助图书馆。截至今年 6 月，

常熟图书馆共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学

校、军营等分馆 23 个，服装城、国税局、海关、

琴湖小学、空军雷达部队以及虞山镇各管理区

分馆建设成效显著、亮点纷呈，在全民阅读活

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常熟图书馆还选择在

儿童福利院、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看守所等地

建立了 46 个流通服务点，为弱势群体和特殊

群体提供免费阅读服务。

“图书馆+组织”的办馆模式将图书馆搬

进了公共组织和企业之内，使服务深入到各个

企业单位的员工之中，取得了原有总分馆无法

达到的效果。市图书馆与政府部门、社会团体

以及企业广泛合作，与市委组织部联合推出党

员专家零距离服务，向全市 43 个基层党组织

发放了 2 万张党员阅读卡；与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合作创办了“市民课堂”“道德讲堂”，举

办各类公益讲座；与团市委联合开办常熟市青

年社区学校，免费为青年人提供文化艺术综合

素质培训。同时，通过联办、协办、赞助、企业

冠名等方式，常熟图书馆还参与组织了“农行

杯”全市青年革命诗歌朗诵大赛、“天堂卡通

杯”常熟市童谣吟诵大赛等，丰富多彩的阅读

活动，实现了多方共赢。

探索之二：突破图书馆固有的公
共文化圈子，加强与高校深度合作，形
成“图书馆+教育”的联盟合作模式。

近年来，常熟图书馆在江苏省率先与高校

图书馆开展校地全方位深度合作，利用常熟理

工学院东南校区新图书馆，建立了“三中心”。

一是常熟市科技文献信息查询中心，集科技文

献信息、阅览、咨询于一体，为企业提供科技动

态、工业技术、产品标准、发明专利等方面的服

务；二是常熟地方文献阅览研究中心，集地方

文献征集、阅览、研究于一体，为本地区及相关

城市服务；三是常熟公共图书馆流转服务中

心，集图书采编、配送、流通于一体，为全市各分

馆、基层图书流通服务点提供资源保障，承担全

市基层图书馆的业务指导、辅导职能。

“图书馆+教育”的联盟合作模式，把高校

拉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同时充分利用了

教育资源，有利于实现全社会资源共建共享、成

果共创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目标。

探索之三：突破图书馆不入商业
场所的“藩篱”，大胆尝试与商业组织合
作，建立“图书馆+场所”的新型分馆。

哪个地方聚人气，哪里就是图书馆进驻的

目标场所。常熟图书馆对城市的各个街区进

行考察，精心挑选图书馆的合作目标。

“图书馆+茶室”——望虞台分馆。望虞台茶

室为2000年常熟市政府十件实事工程之一——

尚湖拂水堤工程的一部分，其地点好、人气旺。

今年 1月 28日，常熟图书馆利用其地域优势在

此建立了图书角，并配备了 2000余册书刊。此

后，茶室吸引了更多的人到这里品茶读书。

“图书馆+咖啡屋”——西城楼阁分馆。西

城楼阁位于常熟古城西部、虞山东麓，与城垣和

阜成门毗邻，是闻名遐迩的“虞山十八景”之

一。今年 4月 17日，由常熟图书馆联合虞山风

景区管理处和七溪流水咖啡吧共同打造的西城

楼阁书屋建成启用。书屋坐落于西城楼阁景区

中的“大石山房”内，这是一处由明代藏书家顾

元庆所建的古藏书楼，风格古朴儒雅，现在有了

图书馆的入驻，古藏书楼又散发出阵阵书香。

“图书馆+风景区”——四景小院书屋。

尚湖风景区的四景小院可四面观景。常熟图

书馆在这个小院内设的“尚湖书屋”去年 10 月

22 日向市民开放。书屋有图书 1300 余册，种

类涉及企业管理、励志教育、专业知识、人文社

科等多个方面，既可阅览，也可凭图书卡借

阅。游玩到这里，可以点一杯饮料，读一本图

书，听音乐、观风景，畅享一下午的欢乐时光。

“图书馆+场所”是常熟图书馆总分馆建

设和探索民营企业融入书香城市的新尝试。

这些分馆的建成启用，为市民和游客读书休闲

提供了极好的去处，让“悦读”成为市民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要突破，就不能走老路，必须打破常规，

创新服务模式，‘互联网+’为我们的探索找到

了答案。我们突破图书馆自身原有的小圈子，

以书为媒，与社会广泛结合，不就是‘图书馆+’

吗？”李向东说。

“图书馆+”服务模式令图书馆服务效能

得以大大提升。至 2014 年，常熟市公共藏书

达 235万册，发放市民卡 114万张，年接待读者

137 万人次，年图书借阅 281 万册次；市、镇、村

（社区）公共图书馆（室）使用面积达到 41673

平方米，其中镇分馆面积达 7000 平方米，村

（社区）级馆舍面积 14673 平方米；镇、村（社

区）图书馆（室）配置电脑、服务器 2500 多台，

投影仪等播放设备 300 多套。一批批功能完

备、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分馆和流通点，吸引了

更加广泛的群体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在常熟市，总分馆、“四位一体”和“图书

馆 +”是 公 共 图 书 馆 服 务 体 系 创 新 的“三 级

跳”。在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总分

馆体系建设全覆盖的基础上，常熟图书馆充

分发挥市镇总分馆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

服务优势，全面推进村级图书室建设。2010

年以来，常熟多部门联手建立了农村图书室、

农家书屋、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党员远

程教育“四位一体”综合文化信息服务中心，

全市 232 个行政村目前已全覆盖。从总分馆

到“四位一体”的跨越，解决了基层图书馆服

务体系最大的难点在农村的问题，而目前从

“四位一体”到“图书馆+”的跨越，真正实现

了社会细胞的图书馆化和图书馆的泛在化。

有了“图书馆+”，老百姓才真正有了身边的

“便民文化超市”。

“图书馆+”闯出一片新天地
———江苏常熟图书馆创新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江苏常熟图书馆创新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江苏常熟图书馆创新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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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出来罗喂，喜洋洋罗啷罗，挑

起扁担啷啷扯……”日前，由重庆市石

柱县民营演出团体——6+1 演出艺术团

带来的一曲《太阳出来喜洋洋》，拉开了

该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演

出服务活动——“服务群众·送戏到村”

的序幕。据了解，参与这次活动的 14 支

艺术团队均来自当地民间，到今年底，

这 14 支队伍将为石柱县 214 个行政村

（社区）送去 964场演出。

这只是重庆市实施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缩影。事

实上，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演出服

务是重庆市近年来立足群众需求、创新

投入模式，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中探索出的好办法。

重庆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近

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市四级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实现了全覆盖，公共文化服

务产品供给不断丰富。然而，作为“大

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年轻直辖市，重庆

公共文化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

群体之间的发展还不均衡；同时，由于

没有充分调动起社会力量，公共文化服

务和产品的提供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

常常产生文化服务产品与群众需求“不

对路”的情况，导致财政投入没有发挥

应有的效用。

为解决这些问题，2014年初，重庆市

政府及文化部门借助该市统计局民调中

心的力量，分别在巴南区、垫江县等地开

展了社区、行政村基层群众文化需求抽

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1.94%的社区

居民最喜欢送演出进社区，68.89%的农

村居民最喜欢送演出到农村。

依据这一结果，重庆市及时转变思

路，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大包大揽提供服

务的模式，实行财政分级负担，向社会

文艺团体购买演出。重庆市文化委员

会与重庆市财政局共同制定了《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演出服务实施

方案》，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重心在

基层，以文艺演出的形式为主，增加基

层文化产品供给量。要求市级每年为

区县（自治县）购买公共演出不低于 10

场；区县（自治县）每年为乡镇（街道）购

买公共演出不低于 4场；乡镇（街道）每年

为村（社区）购买公共演出不低于4场。

在此形势下，九龙坡区出台了《关

于加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共建共享的实施意见》、《社会组织

（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政府采购实

施方案》和政府采购指导性目录，由原

来的政府给什么群众看什么，逐步转变

为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特点进行

订单化、个性化服务。该区整合企业资

源，创新开展了“文化大篷车”“文化志

愿者万家行”“幸福欢乐行·百姓之星”

等文化惠民活动，并为农民工、农民工

子女、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提

供符合需求的文化服务项目。今年以

来，九龙坡区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

企业由原来的 6家增加到了 134家，政府

与社会组织（企业）携手提供的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由 2 项增至 20 项，直接服务

人次由不足 10 万增至 200 余万人次，公

共文化服务覆盖率从原来的 30%提升到

现在的 70%，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

金年均保持在 580万元左右。

重庆市西演文化产业集团是集影

视、文化旅游、演艺、艺术教育等于一体

的综合性文化产业集团，其在重庆巴南

区组建了全市首个专业街头文化表演

艺术团体——巴滨游艺团，集合了来自

8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街头表演艺术

家。今年巴南区向其购买了 100 场公共

文化演出服务，目前他们已演出了 63

场。巴滨游艺团在每个周末和节假日

以街头、社区为舞台，以一个主场演出

和 6 个分点互动演出的形式，把魔术、杂

技、舞蹈、乐器表演等多彩的文艺节目

送到巴南区的大街小巷。每次主场演

出结束后，6 个分点分别以街头绘画、活

体雕塑、卡通巡游等方式和观众们继续

互动，其新颖的活动形式受到不同年龄

段观众的欢迎。重庆市西演文化产业

集团总项目师段蓉表示，每次演出结束

后，观众久久不舍得离去，很多观众上

前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或是询问下次

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很多热心观众说

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多一些

这样的演出，把欢乐带给大家。”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把“服务群众，送

千场文艺进村”作为今年全县26件民生实

事之一。全县民间文艺团队实行自愿申

报，通过乡镇文化站初审推荐，再由县委

宣传部、县文化委等单位组织评审，最终

广受市民认可的 14支优秀民间文艺团队

成为该县购买演出服务的主要对象。“这

种政府买单、群众看戏，把文艺演出送到

村寨和社区的新模式，深受城乡群众欢

迎，达到了让老百姓满意、基层干部愿

意、演出团体乐意的效果。”重庆市石柱

县文化委员会主任黄怀琳说。

重庆市草木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是由永川区川剧团转制而来的。

在重庆开始实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演出服务后，今年该公司将为

该区提供 134 场演出。“每次演出现场观

众都笑声不断，大家说节目里说的都是

他们身边的事儿，所以看起来易懂、开

心，就是演出时间太短了！”该公司董事

长杨军说。

本报讯 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天津泰达图书馆日前推出了“铭

记历史 珍爱和平”少儿专题书展及

“重温红色经典”儿童电影展播活动。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少儿专

题书展集中展示了《地下儿童团》、

《两个小八路》、《铁道游击队》等“红

色题材”儿童小说和传记等 60 余册；

“重 温 红 色 经 典 ”活 动 先 后 放 映 了

《王二小的故事》、《我的青春在延

安》、《小八路》等 7 部爱国主义教育

经典儿童影片。泰达图书馆相关负

责人表示，少儿专题书展和电影展

播活动一直受到广大少儿读者和家

长们的好评，一个个耳熟能详的经

典故事，将激励少年儿童从小树立

热爱祖国的理想信念，珍惜和平环

境和幸福生活。 （津 文）

巴滨游艺团在重庆巴南区社区广场演出

9 月 13 日，由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爱基金及远

洋地产共同主办的“童画童心 绿色地球”2015 远洋杯万人大型公益儿童艺术

大赛在京西远洋春天著启幕。现场 150余名儿童拿起画笔描绘他们心中的绿

色地球。图为小选手在比赛中作画。 新华社发（刘玉和 摄）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 2015 年山东省文化

（执法）局长座谈会上获悉，截至 8 月

中旬，山东省内的乡镇（街道）基层

综 合 性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覆 盖 率 达

90.85%，其中 11个市达到 100%；全省

84.3%的行政村和 85.1%的社区初步

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自 2014 年 8 月起，山东开展了 3

项旨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试点工作：包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和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

山东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试点以资源整合、共建共享为原

则，目标是整合基层各类公共服务

资源，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此外，另两项试点工作

也在扎实推进。

据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介

绍，“十三五”期间山东拟进一步夯

实基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硬件基础，具体举措包括实施基

层文化设施提升工程，统筹城乡文

化设施建设布局和资源配置，重点

县 级 院 团 基 本 实 现“一 团 一 场（剧

场）”，所有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中心）达到国家三级，社区和行政

村建有符合标准的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等。

天津泰达图书馆举办少儿主题活动

常熟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