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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的名义，让“综合体”行稳致远

江苏泰州姜堰区创新“一体、两翼、三特色、七配套”模式
姜 文

近两年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认真贯彻国办下发的《关于推进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

见》精神，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以下简称“综合体”）已经从试

点探索走向全面推进，破解了基层文

化建设难题，打通了公共文化“最后

一公里”发展瓶颈，走出了一条创新

之路。今年 6 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赴苏专题调研，姜堰区区

长李文飙在镇江会议上作了题为《打

基础建机制 强功能求实效 全面推

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

经 验 介 绍 ，宣 传 推 介 了 姜 堰 综 合 体

“一体、两翼、三特色、七配套”的做

法。与会者普遍认为江苏的综合体

走在了全国前列，姜堰的综合体走在

了全省前列。

基层实践“一根针”如何穿起顶

层设计“万条线”？据江苏省泰州市

姜堰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谢 志 宏 介 绍 ，姜 堰 区 首 创 的 综 合 体

“一体、两翼、三特色、七配套”的建管

用模式中，“一体”，即各类公共服务

资源统一集中实施一体化管理，整体

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米；“两翼”，

即建设室内星级农家书屋和室外百

姓大舞台；“三特色”，即打造特色文

艺团队、特色文艺人才和特色文化建

筑；“七配套”，即配套设置综合办公

室、便民服务室、多功能室、民政调解

室、体育健身室、卫生室和居家养老

服务站。该区在 2015 年试点建设 60

家综合体的基础上，今年将再建 100

家，2017 年计划实现 284 个村（社区）

全覆盖。

文化“两翼”牵头

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各项公共

服务共同连接着民生幸福，具有极强

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建设基层综合

体，文化如何牵头？“外建百姓大舞

台、内建星级农家书屋”，这是姜堰文

化人交出的一份答卷，他们认为，文

化综合体要在文化设施建设上占大

头，在文化活动开展中领好头。通过

两年多的不懈努力，200 多座覆盖城

乡的百姓大舞台已经成为乡村永不

谢幕的文化地标。对此，人民网给予

了较高评价：桥头镇李堡村的百姓大

舞台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淤溪镇靳潭

村的百姓大舞台融入水墨画元素，白

米镇曹新村百姓大舞台注重园林景

观环境布置，兴泰镇西陈庄村百姓大

舞台雍容典雅。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今年，

泰州姜堰区发放了 378 万元的文化惠

民 券 用 以 购 买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采 取

“以券激励、群众点单、基层比选、政

府资助、全程监督”的运作模式，事前

发放，事后兑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和社会力量的作用，目前共计点单演

出 453 场次，使用券值 226.3 万元，为

百姓大舞台增添了文化活力。其中，

淤溪镇靳潭村综合体 2015 年建成的

百姓大舞台已经成功举办两届靳潭

庙会节和 20多场文艺演出。

全民大悦读，书屋遍地香。目

前，姜堰区正在创建江苏省第三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江苏省第

一批书香城市示范区，对照四星级农

家书屋占比高于 30%的创建标准，今

年已建成四星级农家书屋 57 个、五星

级农家书屋 21个、社区书吧 8个，其中

沈高镇河横村农家书屋荣获“全国示

范农家书屋”称号，姜堰区获评省农

家书屋提升工程示范区。建成的星

级农家书屋，通过“一卡通”通借通还

系统，均与区图书馆总馆和镇街文化

站实现联网。三水街道军铺综合体

的五星级农家书屋，目前藏书 1 万余

册，拥有电脑 10台，总投资 18万元，军

铺村读者只要持一张借书证就可以

便捷浏览姜堰区数字图书馆，借到全

区书库中的任何一本图书并可以实

现异地还书。

资源“七配套”整合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意见》的精神要求，结合基

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制定村（社区）

综合体建设标准，充分利用现有城乡

公共设施，统筹建设集宣传文化、党

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

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配套建设群众文体活动场

地。近年来，姜堰区基本实现了便民

服务室、多功能室、民政调解室、体育

健身室、卫生室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等

村级惠民工程建设的基层全覆盖，各

类公共服务资源聚于“一体”。淤溪

镇靳潭村投资 150 多万元将闲置多年

的原靳潭小学教学楼改建成现在的

靳潭村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达 5600 平

方米。靳潭村综合体外，北面是一座

投资 25 万元改建的钢架结构大舞台，

舞台后设有更衣室、卫生间、器材室；

南面是 170 平方米的村卫生室，医疗

设施较为齐全，配有 4 名医护人员，为

群众提供 24 小时服务。改建后的综

合体中心大楼，一楼以居家养老服务

中 心 为 主 ，二 楼 以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为

主，三楼以多功能服务和图书阅览为

主。各类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一体，为

群众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也避免了

基层公共服务资源的重复投资和因

大拆大建造成的浪费。

服务“三特色”提升

如果说群众是土壤，那么综合体

这棵树必须深植土壤在文化内涵、文

化内容、服务项目上结出硕果。姜堰

为全区综合体提供公共文化“双百”

服 务 。 一 方 面 ，实 施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百家行”，将区内文艺名家按照音

乐、戏剧、书法等十余门类进行整合

归类，厘清供给导向，有针对性地向

农民工、未成年人、老人、残障人士等

重要群体进行文化产品输送，目前已

经举办活动 50 多场。另一方面，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百村行”，定期向部分

村综合体定点投放文艺演出、电影、

书籍、讲座、文博展览等多种惠民服

务，并将区外优质文化产品纳入投放

菜单，借助资源下移确保普惠供给。

2015 年，姜堰区组织乡镇团队、综艺

团队（文化馆）、曲艺小品团队（章再

文方言韵白）、戏曲团队四个团队分

赴各镇（街道）百姓大舞台组织演出

226 场，演出时间、演出地点在网站和

报纸上提前公示，提升了综合体的服

务能力。

近年来，姜堰区鼓励和支持各村

（社区）综合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

源，根据自身的文化禀赋、文化特质、

文 化 优 势 打 造 特 色 文 化 品 牌 ，把 村

（社区）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文化传承、

文化创新有机结合。

特色文艺团队参与。如梁徐镇

江 村 村 ，为 了 鼓 励 群 众 参 与 综 合 体

的 建 设 管 理 ，他 们 成 立 了 夕 阳 红 俱

乐部，该俱乐部由主席团、腰鼓队、

龙狮队、文艺表演队组成，36 位成员

大 都 是 离 退 休 的 干 部 和 退 休 工 人 。

综合体成立后，他们不计工资报酬，

主动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和活动的

组 织 与 开 展 ，保 证 了 江 村 村 综 合 体

的 正 常 运 转 。 目 前 ，仅 梁 徐 镇 民 间

文艺团队人数就达到 1000 多人，姜

堰区民间文艺团队正成为综合体管

理与服务的重要后备力量。

特色文艺人才加盟。罗爱国是

江苏省收藏协会的会员，1979 年起他

开始收集火花（火柴盒上的贴画），共

计收藏了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余万

枚 火 花 ，在 国 内 火 花 收 藏 界 小 有 名

气。近年来，他积极参与全区公共文

化服务活动，设立了多个罗爱国火花

收藏工作室，每年在各个社区和村举

办火花展览 10 多场。除了罗爱国，篆

刻师陆明、面塑传承人王洪祥、雕版

木刻师宋保旺等许多姜堰当地的文

化名人的工作室也都纷纷加盟综合

体的文化活动，使得综合体整体文化

品位得以提高。

特色文化建筑增色。姜堰区的

各镇村在建设综合体的过程 中 精 益

求精，为建筑设计增添文化元素，小

到雕塑、长廊、盆景、墙壁美化、台前

广 场 宣 传 栏 布 置 ，大 到 规 划 布 局 ，

“以文化人”的理念都有所体现。百

姓 大 舞 台 背 景 设 计 、文 化 墙 壁 美 化

元素、星级农家书屋的装饰等，彰显

各地风俗人情的特色之美。如兴泰

镇西陈庄村的综合体建筑设计与整

个 水 乡 古 村 落 的 规 划 布 局 融 为 一

体 ，该 村 已 经 成 为 全 省 最 美 乡 村 的

建设典范。

管理“一体”强化

姜堰区综合体的建设采取了新

建、改建、扩建、合建等多种方式，充

分利用村（社区）党组织活动场所、城

乡 社 区 综 合 服 务 设 施 、闲 置 中 小 学

校、住宅小区及其他城乡综合公共服

务设施，鼓励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

其他社会力量，通过直接投资、赞助

活动、捐助设备、资助项目、提供产品

和服务，以及采取公益创投、公益众

筹等方式，参与综合体建设。姜堰区

以文化的名义将分散的公共服务资

源集聚于综合体，也对综合体的管理

一体化提升进行了有效探索。

区级统筹一体。姜堰区以创建

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

完善基层综合体建设统筹协调机制

和经费保障机制，先后投入 540 万元

建设综合体，投入 90 万元扶持村级文

艺团队，投入 30 万元培训综合体文艺

骨干。区综合体建设领导小组多次

召开协调会、推进会、督查会，协调处

理公共文化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的

关系，促进资源共建共享，进一步深

化公共文化与相关公共服务的聚合

程度，优化、完善运行模式，充分体现

基层综合服务效益。

星级量化一体。姜堰区制定并

落实《泰州市姜堰区村（社区）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星级评估指标体系》，

设置 3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49

个三级指标，分五个星级对基层综合

体的“建、管、用”实施量化评估、绩效

奖补。星级评估一年一评，实施动态

化管理，严格按照星级标准发放奖补

资金。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和群众评

价反馈机制，保证村（社区）综合体良

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设岗定责一体。综 合 体 由“ 两

委”确定 1 名兼职工作人员，同时通过

区、镇（街道）两级统筹和购买服务等

方式解决人员不足问题。自 2015 年

起，区镇村每年筹集 68.16万元为全区

262 个村、22 个社区的文化管理员每

月人均补助 200 元。推广沈高镇为每

个村综合体设立 1 名以上专职文化管

理员的经验，鼓励大学生村官、学校

老师、志愿者等专兼职从事综合体管

理服务工作，镇财政给予文化管理员

每月 1600 元财政补贴，年底有 1 万元

的绩效考核奖励，参加区镇演出活动

还设有奖补资金。

要让综合体行稳致远并非一日

之 功 ，姜 堰 区 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局

局 长 陈 希 斌 表 示 ，下 一 步 要 着 眼 于

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按照《国

家 基 本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指 导 标 准

（2015－ 2020 年）》和 江 苏 及 泰 州 实

施 标 准 ，结 合 自 身 财 力 和 群 众 文 化

需求，制定姜堰村（社区）综合体基

本 服 务 项 目 目 录 ，重 点 围 绕 文 艺 演

出、读书看报、广播电视、电影放映、

文体活动、展览展示、教育培训等方

面，设置具体服务项目，明确服务种

类、数量、规模和质量要求，实现软

件 与 硬 件 相 适 应 、服 务 与 设 施 相 配

套 ，将 综 合 体 建 管 用 模 式 不 断 推 向

纵 深 ，力 争 为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提供“姜堰范本”。

（本 版 图 片 由 江 苏 省 泰 州 市 姜

堰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提供）

泰州市农民读书节启动仪式现场姜堰区笑哈哈艺术团走进兴泰镇西陈庄村综合体

小学生走进姜堰区沈高村综合体二十四孝长廊

姜堰区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动员会姜堰区罗塘街道北街综合体的社区书吧

姜堰区张甸镇葛庄村综合体的五星级农家书屋

姜堰区华港镇港口村综合体的百姓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