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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位于宁夏中部，地处宁夏平原腹地，

是宁夏沿黄河城市带核心区域。吴忠濒临黄河，

黄河穿城而过，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发

祥地之一。吴忠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

誉，黄河文化、回乡文化、红色文化和移民文化、慈

善文化交相辉映、异彩纷呈。作为北方游牧民族

与汉族文化的交汇点，吴忠是全国回族人口比例

最高的地级市，驰名中外的“中国回族之乡”。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确立了更高

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吴忠市将深入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以满足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为导向，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激发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加快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建步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兴盛。

目前，吴忠市 80%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和 70%

的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达到国家验收标准，实现

了文化设施到村、文化服务到户、文化普及到人、文

化扶贫到“根”的“四到”目标，切实发挥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作用；推动

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普惠广大群众。

自 2015 年吴忠市获得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以来，承担着在全国少

数民族聚居区先行一步、探索经验、提供示范的

重要使命。示范区创建启动以来，吴忠市大力加

强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有效覆盖和多元化服

务供给体系建设，先后实施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

应的重点文化工程，举办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节会和群众文化活动，创作一批本土特色浓郁

的艺术精品。以“吴忠市特色公共文化产品生产

与推广机制”为研究方向，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均等化、品牌化、数字化、社会化和制度化，

基本形成统一规划、覆盖城乡、功能齐全、设施先

进、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不断丰富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涵，有效弥补城乡公共文化

设施不足、服务供需不协调、文化与科技融合不够、

社会参与度不高的短板，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软实

力作用，突出民生转型、增进福祉，群众满意度不断

提高，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为全市文化事

业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四级服务
网络基本建成

每一天，沉睡的乡村都在乡（镇）综合文化

站、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民文化大院热情洋

溢的舞步、优美欢快的乐曲、嘹亮祥和的歌声中

被唤醒……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吴忠

市以推进自治区政府为民办实事——贫困地区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为契机，创新“一四四

三一”工作模式，以补齐“短板”为中心。

坚持“四性”，即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

性；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四化”发展，即标准化、均等

化、社会化、数字化；突出“三个设计”，即顶层设计、

过程管理设计和考核验收设计；坚持“一把尺子量

到底”，整合各类资金共计1.04亿元，按照一个文体

广场、一间多功能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间

图书阅览室、一套文化活动器材、一套广播影视器

材、一套体育健身设施等“七个一”标准，在下辖红

寺堡区、盐池县、同心县建设集党员教育、宣传文

化、教育科技、体育健身、民政卫生于一体的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132个，在此基础上，将剩余152个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按照相同标准进行建设，实现

辖区贫困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

该项目的实施，有效打破了全市在示范区创

建过程中村级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不健全的瓶颈，

通过新增投入、升级改造，乡（镇）、村（社区）两级

公共文化设施得以全面提档升级。按照“建得

起、有人管、用得好”的建设思路，每个乡镇均按 3

名正式编制、每个村至少 1 名政府补贴人员的标

准配齐文化管理员，并配套制定《乡镇综合文化

站管理办法》《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管理办法》

《乡镇和村文化管理员管理办法》《乡镇和村综合

文化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标准》等一系列

管理考核奖惩办法。

一幢幢崭新的图书馆、文化馆拔地而起……

现在的文化场馆已不是破旧的模样，公共文化阵

地已成为每个县市区最耀眼的地标性建筑。示

范区创建期间，吴忠市累计投入资金 16.2亿元，相

继建设了黄河文体会展中心、吴忠美术馆、红寺

堡文化馆、盐池县图书馆、青铜峡市文化馆等一

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在市区，一座座地标性公

共文化建筑拔地而起……两馆一中心、回族历史

人物园、大禹文化园等十几个文化园星罗棋布，

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活动场所。县级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数字影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

完善，均达到国家建设标准要求。吴忠市现有县

级以上文化馆 5 个（国家一级馆 2 个）、图书馆 5 个

（国家一级馆 2 个）、博物馆 14 个、数字影院 11

家。全面实现市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剧院、非遗展示馆，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

镇（街道）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社区）有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配套建有文化广场）的四级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建设。

“看单点菜”送文化，特色文化供给
丰富多彩

群众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

者。群众认可、群众满意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及

格线。吴忠市通过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采取“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

式、分众化服务方式，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

化、引领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丰富优秀公共文

化产品供给，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适销对路”。

作为全国基层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宁夏回族

自治区“欢乐宁夏·特色广场文化品牌活动”、吴

忠的文化名片，至今已走过 20 个年头的“滨河回

乡大舞台”魅力依旧。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全国文化

志愿服务推进年系列活动示范项目——公共文

化服务进慈善产业园区持续实施，继续为立德、

弘德、同德 3 个慈善产业园区进行菜单式配送，培

育慈善文化在吴忠开花结果。

在全市 610 个宗教场所开设“文化书屋”，倡

导举行升国旗仪式，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信教群众，在增

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采取展览展示、互动演绎等形式，在每年 6 月

第二周举办“丝路回乡文化遗产周”，让文化遗产

融入现代生活，盘活传统文化资源，打造更响、更

亮的文化品牌，进一步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近两年，吴忠市先后有多项文艺精品荣获省

部级以上奖励，新编精品剧目层出不穷。舞蹈

《夯墙乐》《盖碗飘香》获中国·宁夏第四届回族舞

蹈展演“沙枣花”荣誉称号；打击乐《塞上鼓韵》获

2016 年太原全国锣鼓邀请赛银奖。秦腔剧目《过

草地》代表宁夏赴京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演出，纪念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

80 周年“同心共筑中国梦·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脱

贫攻坚历程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

吴忠市图书馆确立的“2+X”图书流动服务模

式，在每月第一、三周的周六日，定时定点到社区

进行固定服务，提前公布流动服务路线和时间，

实现图书流动服务“公交化”。

开展的网络春联征集、微电影评选、社区邻

居节、“国风家训·诗韵端午”和“丝路回乡·感恩

父母·孝行天下”经典诵读、广场舞 PK、“公共文

化 我参与 我快乐”书画摄影评选、塞上明珠冰

雪文化节、“黄河岸边吼一声”秦腔联赛、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及全民健身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

群文活动，群众积极参与、给予好评。在吴忠，特

色文化大餐远远不止这些，像“书香吴忠·全民阅

读”“文化吴忠大讲堂”“百姓书场”“结对子·种文

化”“黄河文化周”等特色活动，不仅让城乡居民

感受到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乐趣，更向南来北往

的游客展示吴忠这座魅力城市的风采。

创新服务方式，数字化服务让文化
惠民更便捷

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呈现多样性、多层次特点，给创新公共文化服

务的内容、样式、风格、方法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吴忠市勇于创新、整

合资源，把“互联网+公共文化”列入“智慧吴忠”

建设的总体规划中，依托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高标准建设市级

数字化图书馆，共享各类免费数字文献资料达到

30TB；在市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回乡地方特色、吴

忠记忆等 5个特色数据库。

宁夏首家 24 小时自助借阅室落户吴忠市东

方秦韵社区。市区内各大商场、医院、社区等人

口密集场所均安装电子借阅机、大屏读报机，方

便群众随时随地阅读。辖区各县市区 80%的乡

镇、（村）社区均按规划标准配备电脑、设置免费

WiFi数字文化设备，为群众提供快速便捷的数字

文化资源服务，基本实现便利、均等、共享的公共

数字文化惠民“福利”。目前，全市公共文化数字

云平台正在筹建中，吴忠市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

正在开启新的探索之旅。

深化体制改革，积极引导社会力量
推动公共文化建设

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总体水平的有效举措。

为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运行机制创新，提高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群众公共文化需求，

吴忠市先后完成市文化馆、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

建设，组建市文化馆、图书馆理事会，让社会各界参

与文化馆、图书馆的决策、管理，吸引民间资本和社

会力量参与文化馆、图书馆的建设与运营，实行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模式，大力提升文化事业单位

的服务保障水平。制定出台《吴忠市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指导性意见》和购买目录，全力实施政府向

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每年投入资金 200万

元实施政府购买文艺演出送基层服务，吸引大量

社会演出团队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同时，通过政府引导、专业策划、市场运作等

方式，吴忠市成功举办六届宁夏黄河金岸（吴忠）

国际马拉松赛、五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

标赛、两届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以及两届丝路回

乡微电影展评等重大赛事活动。注册星级民间

文艺团队 510 支。注册文化志愿者 5400 人，涉及

文艺表演、文化辅导、文学创作、体育健身、文艺

讲座、文化展示、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等 22个文化

志愿者团队，参与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服务 2.3万多

人次。开展一批以“文化服务阳光行动”为代表的

志愿服务项目，涌现出非遗传承人李夏英、赵文花、

谢芳等一批“全市最美志愿者”，以及市宣传文化中

心互善联盟爱心公益社团、市民族书画院文化志

愿者服务队等一批“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形成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生动局面。

持续推进课题研究，释放落实公共
文化发展政策红利

为扎实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建工作，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政策推动落

实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的模式、路径、方式和措施，吴忠市精心部

署示范区创建制度设计研究课题实施。成立了

由行政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一线文化工作者

共同组成的课题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及课题小组，

并组建符合“三三制”要求的研究团队完成课题

研究任务。以“吴忠市特色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与

推广机制研究”课题入手，系统梳理地方特色文

化资源，探寻把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公共文

化产品的模式、路径和举措。

课题组在理论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转化

并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吴忠市特色公共文化产

品生产与推广的意见》《吴忠市特色公共文化精

品创作扶持办法》《吴忠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办法》等 20 余项政策文件，各

县区结合实际相继出台公共文化设施效能建设、

文化服务供给、服务考核评估等一批配套政策。

吴忠市还积极推进文化立法工作，形成一整套完

备有效的特色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与推广长效机

制，更好地提高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极大满

足当地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

在基层生根发芽，实现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建工作制度化、长效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项长期

的系统工程，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吴忠市将认

真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进一步加大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促进公共文化均衡发

展，推动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高效利用，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

激发公共文化发展活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

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建设新成果。

（吴忠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供稿）

吴忠市召开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动员大会

吴忠市图书馆第一届理事会成立

吴忠市特色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滨河回乡大舞台”文艺演出 吴忠市督查组一行督查同心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 盐池坐唱《王贵与李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