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实现跨越式发展

各示范区创建城市以解决突出问题为抓手，加大补短

板、强弱项力度，大幅度增加经费投入，一大批重大公共文

化设施项目得以开工建设，设施体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据初步统计，中央财政 2.52 亿元示范区创建补助资金

带动地方财政资金投入超过 813.92 亿元（包括设施建设投

入）。如北京市海淀区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测算所

需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保障机

制；湖南省株洲市全市文化事业费从 2014 年的 0.94 亿元，

人均 23.71 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增加到 2018 年的 1.92

亿 元 ，人 均 47.67 元 ，跃 升 全 省 第 三 。 安 徽 省 铜 陵 市 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创建期间，保持公共文化投入增幅高于

财政同期经常性支出增幅，人均文化事业费由创建前的

44.6 元提升到 2017 年的 67.9 元，实现全省领先。此外，为

保障创建工作顺利推进，各示范区创建城市政府 100%设

置了创建工作经费。

30 个示范区创建城市在创建期间新建、改建、扩建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项目达 1.14 万个，新增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1244 万平方米。中、西部地区一些堪称城市地标性质的公

共文化设施相继建成使用。湖北省宜昌市投资 7.36亿元新

建市级博物馆等 20 个市、县两级公共文化设施；广西壮族

自治区防城港市先后投入 16 亿元，建成市文化艺术中心、

北部湾海洋文化公园、伏波文化公园、海湾文化绿道等一

批地标性文化设施；陕西省铜川市投资 15.31 亿元，建成孙

思邈纪念馆、耀州文化艺术中心、全民健身馆等标志性文

化场馆；云南省曲靖市投资 20.99亿元，建设了集“五馆一中

心”为一体的大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综合体。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普遍得以提档升级。福建省福州

市创建期间完成了 173 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2310 个

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达标提升任务；江苏省南京

市江宁区完善了全区 10 个街道文化设施、200 多家基层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新增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5 万

多平方米。

示范项目扎实开展
取得丰硕经验成果

示范项目创建单位也高度重视，从组织保障、经费投

入、活动开展、队伍建设、示范带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扎实开展创建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导向性、带

动性的创建成果，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借鉴。

浙江省温州市通过实施“城市书网”项目，建设了52个城

市书房、推出8辆城市书吧，构建城市书网“七个统一”标准化

体系，注册了“城市书房”商标、获批“城市书房布局结构”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制定全国首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地方标

准《城市书房服务规范》（DB3303/T 64-2017）。湖南省湘潭

市通过实施“少年儿童主题读书活动”项目，新建读书活动中

心138个，打造读书活动示范基地75个，开展少年儿童主题读

书活动 1100余场，吸引青少年读者年均参与活动 40余万人

次，构建了城乡“30分钟读书活动圈”，有力促进了全民阅读活

动的开展。四川省宜宾市通过实施“珙县农民文化理事会机

制建设”项目，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领导、理事会决策、文化站

执行、农民文化协会参与、监事会监督”的基层文化治理机制，

为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提供了借鉴。

自 2011 年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

工作开始实施以来，按每两年一个周期，目前已评审公布

了四批示范区（项目）创建资格名单，有三批 93 个示范区完

成了验收工作。随着该项工作的不断深入，为推进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路径、积累了

不少成功经验，在全国形成了示范效应。

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认真总结提炼示范区（项目）创

建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做法和典型经验，在现有成果的基础

上，继续围绕落实中央重点改革任务、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服务效能提升、数字化建设等

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总结经验。为调动示范区后续建设

的积极性，文化和旅游部还将会同财政部制定出台《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管理办法》，加强对已命名示范区的

管理，建立淘汰机制，持续发挥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王学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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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认真落实政府主体责任

各创建城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逐渐

扩大，实效性不断提高。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写入党代

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重要发展规划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党

委、政府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示范区创建工作。在政府考

评体系中加大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分值，将占比分值

提高50%以上的有14个，其中提高一倍以上的有12个。

浙江省台州市2016年政府考评体系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考核权重占比 2%，2017 年开始提升到 5%，超过了对

GDP项目考核的分值。陕西省铜川市创建前政府考评中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仅占百分制中的0.5分，创建后提高到6分，

充分调动了当地创建的积极性。河北省沧州市、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江西省九江市等城市党委、政府、人大、

政协共同发力，形成了协同推进示范区创建的工作局面。

突出服务效能建设
切实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

各地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服务效能建设为主线，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

改革，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进一步向基层延伸，覆盖面不断扩大，影响力大幅提升，较

好地满足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如广东省佛山市以高新区（狮山镇）、禅城陶谷和顺德

区村级工业园为试验田，积极探索“圈层式”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社区+园区”融合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了

“社工+义工+企业员工”工作机制，形成了面向产业工人及

其子女的文化服务新模式。重庆市江津区将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送基层纳入该区重点民生实事，送电影、演出、培训、展

览等 5000 余场次，开展“文化暖心工程”，向特殊群体发放

“文化消费券”，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群体均等”。河南省

济源市制定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村级）建设和服

务规范》和《操作手册》，明确设施标准、服务规范，有效提升

了基层公共文化机构服务效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搭建“街角文艺”小舞台，构建文化艺术普及“家门口”“墙面

艺术”等品牌，形成到街角、到庭院、到广场、到公园、到景区

的全域、全末端、无盲点文化艺术普及格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各地积极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服务模式，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与教育、科技、旅游、非遗等融合发展，打造一大批特色

鲜明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上海市嘉定区建设了“文化嘉定云”，推进“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极大地提升了服务效能，创建期间公共

文化场馆的利用率同比增长 3 倍，公共文化活动的入场率

超过 98%，接待各地考察学习 800 余批次。北京市海淀区

探索形成新建大型公共文化设施整体社会化运营的“海

淀模式”，大大提高了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

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推出“鸿雁悦读”计划，把

图书采购选择权交给读者，创新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推

动全市图书流通率达到 60%。四川省乐山市、江西省九江

市等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当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大

大增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力。贵州省毕节市整合基

层公共文化资源，设立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宣传党

的 方 针 政 策 ，为 贫 困 地 区 巩 固 基 层 文 化 阵 地 提 供 了 借

鉴。云南省曲靖市构建市县乡联户“挂、包、帮”网络体

系，打造“农村文化户”产业联合体，有效解决了农村基层

文化人才匮乏的问题。

被网民称为“中国最美图书馆”的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揭晓

解决突出问题 深化改革创新 发挥示范引领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名单

地区

东
部
地
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示范区城市

上海市嘉定区

北京市海淀区

广东省佛山市

浙江省台州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福建省福州市

山东省东营市

辽宁省盘锦市

天津市北辰区

等级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地区

西
部
地
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示范区城市

重庆市江津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六师五家渠市

四川省乐山市

云南省曲靖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回族自治州

贵州省毕节市

陕西省铜川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

港市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甘肃省白银市

等级

优秀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地区

中
部
地
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示范区城市

湖南省株洲市

安徽省铜陵市

江西省九江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里区

河北省沧州市

湖北省宜昌市

河南省济源市

吉林省吉林市

山西省晋中市

等级

优秀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合格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是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共同组
织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根本目的是推动各地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示
范带动全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经各地申报和原文化部、财政部组织评审，2015 年 6 月，产生了第三批示范
区（项目）创建资格名单，共有 30 个城市获得第三批示范区创建资格，54 个项目
获得第三批示范项目创建资格。经过两年多的创建，2018 年 5 月至 9 月，文化和

旅游部、财政部组织开展了验收工作。经验收、公示，并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同意，日前，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名单和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名单正式出炉。

从验收情况看，第三批示范区创建城市高度重视创建工作，均成立了以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摆上
重要位置，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产品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效能建设
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合解村村民自办“村晚”

湖南省株洲市不断深化文化志愿服务，已注册文化志愿者 8000余名。图为株洲美术馆文化志愿者走进天台小学送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