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入湖南，走进临湘，便敲开了湘北的大门。这个面积

1718 平方公里、人口 53 万的县级市拥有良好的文化基础，

先后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县（市）、中华诗词之乡、中国

书画之乡。

2015 年，临湘被列为第一批创建湖南省级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县市区之一。创建过程中，临湘着力

打造文化屋场、文化淘宝、文化品牌、文化众筹 4个特色文化

项目，形成了“文化屋场大托底，公共文化全覆盖”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临湘模式，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攀升到

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以“七有”标准建设的文化屋场星罗棋

布，“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演出、天天有活动”的文化氛围已

成常态，创新性推出的文化淘宝更加便捷地为群众提供遍

布城乡的多元公共文化服务。

如今，在这座具有“湘北门户”之称的县级市，随处可感

受到创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带来的文化气息。

文化屋场延伸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为了使群众享受更加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临湘市将

示范区创建要求建设的三级文化设施网络进一步延伸到了

村以下的屋场一级，提出打造以文化屋场来托底的县、乡、

村、屋场四级文化设施网以及农村“一公里文化圈”和城市

“五分钟文化圈”。

据临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孟阳介绍，之所以打造

文化屋场，是因为临湘所处地域是丘冈连绵、山峦起伏的丘

陵地区，占总人口近 80%的农村人口大多散落在丘冈之间

的自然村落，以族群形式或宗族祠堂为纽带集中居住在屋

场群中，行政村与村之间的界线淡化，一个数千人口的村通

常分布着数十个屋场，如果不因地制宜地以屋场为单位建

设文化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根本无法打通。

按照均等化、标准化原则，临湘市在公共文化设施城乡

统筹和无缝覆盖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重点实施了四大文

化工程，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品质。

实施城区龙头文化工程，重在以点带面。将新建文化

馆、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青少年活动中心、美术馆等公

共文化场馆整合到 PPP 项目——长安文化创意园中。该项

目投资 6.3亿元，占地 350亩，总建筑面积 8.5万多平方米，已

于去年 9 月全面启动。在长安文化创意园这个标志性龙头

文化工程的带动下，城区白云湖等 6 个文化广场、新文书苑

等一站式书吧、长安大戏台等一批露天戏台、长安文化分馆

等 12 个文化分馆共 30 多个公共文化设施相继兴建并投入

使用。

实施乡镇惠民文化工程，重在示范引领。临湘市要求

各乡镇按“12345”的标准建设文化阵地，实施惠民文化工

程，即以乡镇文化站为中心，要求每个文化站建有一楼（不

少于 800 平方米的办公楼）、二分馆（文化分馆、图书分馆）、

三广场（文化广场、戏剧广场、健身广场）、四室（培训室、娱

乐室、多功能室、科技室）、五窗口（宣传窗、展示窗、报刊阅

览窗、科普窗、本地活动动态窗）。建设资金由上级财政以

奖代投一部分、乡镇自筹一部分、社会资助一部分。目前，

临湘市 13个乡镇（街道）均高标准地完成了文化惠民工程的

建设，并示范引领了全市 275个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建设。

实施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工程，重在整合统筹。村级文

化活动中心是乡镇综合文化站职能的延伸，是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的前沿阵地。临湘市在湖南省村级文化活动中心

建设“七个一”（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

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

材、一套广播设备）标准的前提下，对全市 161 个村的文化

活动室进行统筹规划和布局。建设过程中，没有搞一碗水

端平，而是根据该村文化屋场分布情况、人口居住情况、交

通布局情况进行规划和建设。文化屋场集中的地区，村级

文化活动室就整合到文化屋场中去，避免造成资金浪费和

资源闲置。目前，临湘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已全部竣工并

投入使用。

实施文化屋场工程，重在共建共享。“文化屋场是我们

创建工作中的一个新探索，也是我们创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抓好这项工作，我们坚持工作重心下沉、人员下沉、资金下

沉，确保探索之花结出丰硕之果。”临湘市文化旅游广电新闻

出版局局长陆如勇说。通过摸底普查，临湘共有大大小小的

屋场 329 个，维系这些屋场的纽带就是点缀其间的 280 个宗

祠和礼堂。为了建设好以祠堂和礼堂为载体的文化屋场，临

湘坚持引领与引导相结合、租赁与投资相结合、政府投入与

社会赞助相结合的“三结合”方针。由政府投入或补助建设

文化屋场样板，引领全市文化屋场建设。对有一定建筑面积

且符合条件的祠堂、礼堂，以政府名义直接租用；对新建祠

堂、礼堂，政府采取资助一部分的办法予以扶持，规定可以免

费提供给文化屋场使用。除政府投入外，还鼓励社会资本赞

助投入文化屋场建设，在主管部门引导下，不少乡镇成立了

乡友文化基金会，引导乡贤名流赞助家乡文化屋场建设，全

市 13个乡友文化基金会共收到赞助款近千万元，为建设文化

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临湘共建设文化屋场 275

个，且全部按村级文化活动中心的“七个一”标准完善了功能

服务配备，全市公共文化阵地实现了无缝覆盖。

文化淘宝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

有了以文化屋场为基础的遍及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如何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加便捷高效——临湘在服

务格局、服务队伍和服务平台上进行了探索和创新。

服务格局的创新。以 275 个文化屋场为维度形成网格

管理，网格管理员由文化志愿者担任，参与网格内的文化辅

导、活动开展、文化管理等工作，组织协调网格之间的共享

共乐活动，志愿者补助由政府承担。

服务队伍的创新。网格文化志愿者的招募对象主要是

“五老”，即老教师、老文化工作者、老党员、老干部、老文化

积极分子。这些人热情高、责任心强、有一定管理组织能

力、所需报酬低，吸收进来，成为公共文化队伍的主力军，深

受群众欢迎。

服务平台的创新。如何将公共文化产品便捷地送到

老百姓家门口，缓解供不应求、供不适求的供求矛盾？临

湘借助科技手段创新性地推出文化淘宝（又称文化乐淘）

平台，政府扮演类似于淘宝第三方监督机构支付宝平台的

角色。

文化淘宝的主要功能包括视频点播、音频点播、现场

演出点播、演出供求信息动态管理、服务评价等，政府将这

些形式的公共文化产品发布到平台上，由供求双方自由选

择，根据服务评价的总分值给予演出单位不同等级的报

酬。该平台的运作方法如下：临湘市文旅广新局作为文化

淘宝的店主，负责文化淘宝的运行、维护和管理以及公共

文化产品的采购和供应，能够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各

单位和个人都可成为该平台的供应商，老百姓就是文化淘

宝的顾客，在文化淘宝平台上下单并给予好评、中评、差评

的评价，文化淘宝在微信公众号和其他新媒体上发布，作

为支付宝平台的政府，根据老百姓给予的评价支付公共文

化产品的相应报酬。

百姓通过文化淘宝平台点单、通过演出单位获得信息

更加便捷，边远山区的百姓能够拥有更多文化获得感，主管

单位的服务更暖心，政府部门的监督也更透明、更有力。

文化品牌引领公共文化活动常态开展

“一村一队伍，一村一品牌，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演出、

月月有比赛，这是我们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来

开展文化活动形成的常态。”临湘市文旅广新局党组抽派分

管创建工作的廖琼说。

早在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之前，临湘就

提出了“一村一品”的公共文化活动理念，创建一年来，又先

后推出了打竹马、玩彩船、唱夜歌、扯嗡琴、办屋场春晚等数

十个“一村一品”品牌，锻造了一块块闪耀临湘民俗文化光

彩的金字招牌。

地方戏剧种嗡琴戏跻身国家级非遗名录，白羊田天狮

舞和十三村酱菜制作技艺成为省级非遗项目，草根文化艺

术节、湘鄂赣非遗联动艺术节、屋场文化节、文化屋场春晚

等文化品牌得到省市宣传文化部门的表彰。

在品牌文化活动的引领下，临湘的文艺创作热情空前

高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已创作各类文艺作品 260多

件，其中 2 件获国家艺术基金扶持，2 件获得文化部剧本孵

化计划扶持，2件获省“五个一工程”奖，5件文艺作品获得省

级金奖。

目前，临湘市共有文化志愿者 1321 人，业余文艺队伍

10844人，他们成为活跃在临湘文化生活舞台上的生力军。

文化众筹强化公共文化保障机制

临湘市坚持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完善公共

文化保障机制上，用文化众筹落实资金、队伍、政策。

单纯依靠财政投入来满足省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所需的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在确保创建所需资

金不打折扣的前提下，临湘推出了文化众筹的投入机制，即

“向上争资、政府兜底、企业赞助、社会捐资、以奖代投”。政

府在确保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年增长 25%以上的基础上，动

员和鼓励企业和社会捐资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

知名主持人何炅和李湘为首发起的乡友文化基金会就是临

湘文化众筹的成功范例。目前，已为创建工作注入资金 1.1

亿元，撬动社会文化项目投资 10多亿元。

着力建立专职的村（社区）文化管理员队伍和兼职的文

化屋场志愿者队伍，是临湘在公共文化人才队伍方面开展

的文化众筹。鼓励“五老”加入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加大文

艺骨干的培训力度，着力实施“三个一百”代表性非遗传承

人、“三个一千”文艺活动骨干、“三个一批”文化能手培训计

划，壮大了基层文艺队伍。

示范区创建工作启动后，根据创建标准和要求，临湘市

相继出台了《临湘市创建省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实施方案（2015—2017）》《临湘市政府采购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管理办法》《临湘市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促进

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为创建工作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制度保

障，为文化众筹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今日的临湘，文化设施、文化服务、文化活动实现了全

域无缝覆盖，创意文化淘宝让百姓更加便捷地享受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得到了极

大提升。在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推动下，

文化气息浓郁的临湘已成为装扮湘北门户的亮丽风景。

（本版图片由元翰林、汤超龙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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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屋场大托底 公共文化全覆盖
——湖南省临湘市创建省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纪实

张 玲 周 钢 张日平

功能兼顾城市生态、市民休闲、文化传承与前瞻发展的临湘市重点民生工程——白云湖公园 建设中的临湘市长安文化创意园（效果图）

临湘市省级非遗项目白羊田天狮舞

临湘市第二届草根文化艺术节文化志愿者义演活动 临湘市广场舞大赛现场

临湘市首届草根艺术节演出现场 临湘市文化志愿者进乡镇演出现场

临湘市詹桥镇沙团村李氏宗祠（文化屋场）落成典礼第三届湘鄂赣边界地区非遗文化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