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馆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了 30 余年文化

工作的“老群文”、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馆长马

学 文 过 去 常 被 问 及 的 问 题 。“ 群 众 有 这 样 的 疑

问，说明他没来过文化馆，不了解我们有哪些服

务，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又

该怎么解决。”他说。

其实，不仅是马学文，近年来反思和扭转公

共文化服务方式和局面，着力解决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低效、供需不匹配和供给主体单一等问题，

已经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进供给侧改

革、打破服务困局的重中之重。

长 三 角 作 为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最 活 跃 、开 放 程

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在

推 动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提 质 增 效 方 面 展 现 出 勇 于

革 新 的 魄 力 和 善 于 创 新 的 能 力 。 特 别 是 以 江

苏 苏 州 、浙 江 嘉兴、上海嘉定这些成功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代表的地区，行走其

中，公共文化服 务 供 给 侧 改 革 所 带 来 的 改 变 显

而易见——

一座座有颜值、有温度的公共文化空间在城

市和乡村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城乡发展不平衡的

壁垒在慢慢消解；一系列有体量、有质量的公共

文化服务与产品被精准送至群众身边，人们的

文化获得感日渐增强，文化工作者的自身价值

得以更好实现和提升，社会组织和企业对承担

社会责任有了新的认识和追求。

也 有 一 些 改 变 不 容 易 被 大 众 直 观 地 看 到 。

比如各地着力强化公共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政策和经费上的倾斜、标准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督导和考评机制的完善……自 2011 年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 区 创 建 工 作 开 展 以 来 ，在 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中，长三角地区的

诸多探索可谓不谋而俱起，这也成为推进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内生动力。

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公共文化服务发生

了哪些变化，又改变了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上海市嘉定区文化和旅

游局社会文化科科长齐秋生拿起手机给记者看

了一条微信。那是她的一位朋友通过“文化嘉定

云”预约到父母特别想看的戏曲演出门票，带父

母看完戏后发给她的。微信里写道：“感谢你给

了我一个做孝子的机会。”

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广大群众，如果说改

变，那自然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而这些又恰恰构成了一座城市、一个社会

的气质和文化风尚。

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

公共文化服务改变了什么
本报记者 王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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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公共文化机构是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场地、活动、服
务和产品等最直接的供给主体。因此，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过程中，在供给侧改革进程中，公共文化机构的从业者对
于改革的理解以及他们工作内容和方式的转变，也许可以成为呈现
改革成效的一个切面。

棠果的 儿 子 顺 利 考

上江苏的南京艺术学

院后，她一下子多出许多空白时间，亟

待填补。虽然自小就生活在苏州，她却几

乎从没去听过昆曲，不了解苏绣，也没进过美

术馆。今年初，在给市民卡充值的时候，她知道

了“文化苏州云”这个平台。通过预约，她参加了

文化之旅，在苏州地区的好多博物馆打卡；她还

参与了不少传统文化类的体验项目，如今她

家里挂满了参加活动时 DIY 的年画、香

囊、团扇、泥人、灯彩……她说，艺术

如今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而是她

生活里的必需品。 李萍是上海人，曾

在世界 500 强外

资公司从事高级管理工作。几

年前，她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上海嘉

定区文化馆，完整学习了上海师范大学

李平老师的工笔画公益课程。她说，李平

老师的讲述点燃了她对中国画的热情，那

种感觉仿佛是灵魂被点亮了，她希望自己

也 能 点 亮 其 他 人 。 于 是 ，李 萍 成 为 一 名

社区文化指导员，在嘉定区文化馆开

设 了 少 儿 书 法 启 蒙 和 成 人 工 笔 画

团扇两门公益培训课程。独特

的教学魅力和个人见解，让学

员们特别喜欢她。

余雷家 住 浙 江 嘉 兴 平

湖市新仓镇石路村，

退休前是一位教师，退休后他打发时间

的主要方式就是去村里的图书室看书。

2016 年，在平湖市图书馆和新仓镇综合文化

站的号召和推动下，镇里的各个村开始成立农

民读书会。老余自告奋勇带领村民读书，帮他

们荐书。他发现好多村民都说不太清中央的

政策，他便收集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在读书会

上给大家宣讲。他说，现在农村的物质

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读书会这样的活

动刚好呼应大家的文化需求。

更年轻：拓展服务的“维度”

如果说吴怡岑和芦佳良所感受到的供给侧改革涉及

的是服务供给的“深度”与“速度”的话，那么在上海市嘉定

区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工作的黄芳和黄荫红则是从拓展

服务“维度”上进行了尝试。

安亭镇位于上海市西北郊，以汽车产业闻名，地域面

积约占嘉定区的 1/5，常住人口 9 万人，外来人口超过 15 万

人。黄芳是安亭镇文体活动中心副主任，她坦言，过去光

顾文体活动中心的主要群体是中老年人，此外，她每年

的工作无外乎是埋头策划一下“三下乡”演出，逢寒暑期

再搞一搞青少年的活动。“必须要花心思、想办法改革创

新，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产品，满足不同群体的

需求。”她说。

帮黄芳一起想办法的，还有文体活动中心的群文干部

黄荫红。“如果只利用文体活动中心的资源，很难满足年

轻人的需求，所以咱们得盘活更多资源。”黄荫红说，人们

总觉得要享受高雅艺术和优秀文化项目就得到市区去，

其实在安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可以被“开发”成公共

文化活动。于是，她请来了团扇、药斑布等非遗的传承人

在中心开展互动体验活动，还邀请专业老师给大家上歌

剧、书法的鉴赏课。同时，他们组织成立了“安亭青年艺

术联盟”，生活工作在安亭及周边地区的青年人都可以加

入这个联盟，参与文体活动中心的文化活动，交到志同道

合的朋友。

“以镇文体活动中心的创新能力和财力，要长期满足

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还是比较吃力，幸好有市里、区里

每年通过政府采购配送下来的 60 余场有品质的文化活动

作为重要补充。这些活动大都是由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

或企业提供，服务质量普遍较高。如今，群众对我们的工

作越来越满意。”黄芳说。

更下沉：城乡差距迅速缩小

学音乐出身的吴怡岑现在是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表演

艺术指导中心的主任，十余年工作经验的积累，已经把她历

练成组织市民文化节、乡村文化艺术周等大型、重头活动的

好手。然而，谈起在业务水平方面的大幅提升和收获，吴怡

岑说那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

2013年 10月，嘉兴获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资格，随之开始启动文化馆总分馆体系的构建。为了更

好地发挥市文化馆作为中心馆的重要作用，馆里对原有的

机构设置做了很大调整，原来的音乐、美术、书法、舞蹈等

业务处室，被重组为规划协调中心、人才培训中心和几个

业务支持中心。

吴怡岑的工作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举个最直

观的例子，以前省里组织文艺活动或者比赛，我的任务就是

把文件传真给各县、市、区，由他们报送个节目来就行了。现

在要组织节目参赛，则要从基层的 1200 多个村逐级比赛，选

拔到镇、县（区）、市，这样一来，原本可能就组织一场演出变

成了现在自下而上组织上百场文化活动，最直接的受益人就

是基层群众。”她说。

当然，这上百场活动并非吴怡岑亲力亲为，因为在总分

馆服务体系下，从各个区县文化馆总馆、乡镇分馆到村（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都有对应的业务干部在紧密配合，但吴怡

岑不再是坐等报送节目，而是要在业务上为各区县提供指导

和培训等支持。

在吴怡岑看来，构建文化馆总分馆体系这样一种机制，其

创新就在于运用了供给侧改革的思维。而总分馆体系的价值

就在于它让公共文化活动和服务真正下沉到了基层、农村。“文

化馆总分馆的建设让群众家门口的文化设施真正发挥出效用，

基层的文化团队也因此愈发活跃。现在，我们不仅有‘文化下

乡’，我们还有‘演出进城’。随着优质资源的下沉，城乡之间的

差距正迅速缩小。”

更高效：“提速”不只一点点

芦佳良从事图书馆的工作已经有 11 个年头了，现在他是

江苏苏州姑苏区图书馆副馆长。从 2011 年苏州开始创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各级公共图书馆接待读者的数

量和服务质量都在显著提升。芦佳良没有料到，看似平淡的

图书馆工作，在服务读者的过程中却可以存在感“爆棚”。在

他看来，这些变化源于图书馆开始更多地站在读者的角度为

他们提供真正需要的服务。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是图书馆员的基本工作。过去，

读者在图书馆找一本书如果没找到可能只好作罢。但是图

书馆总分馆体系建立后，服务的供给端一下子从一个单体馆

扩大到整个总分馆体系，馆员可以将读者的借书需求上传给

体系内的各个馆，大家一起帮读者找到这本书。”说着，芦佳

良向记者展示了当天总分馆系统平台发送给姑苏区图书馆

的读者预约书目列表，列表里 100 多本书的书目数据，都是读

者通过一个叫“书香苏州”的手机 APP 在网上预约借阅的

书。而芦佳良的任务就是在馆内找到这些书，然后打包好，

等着物流来取走，再分别送至每个读者选定的就近取书点。

芦佳良说，2014 年苏州图书馆推出了“网上借书社区投

递”的创新服务项目，“书香苏州”APP应运而生。在没有“书香

苏州”之前，平均一周他也就能调配 20多本书，不像现在一天

有 100多本，数字化手段让读者阅读需求的响应效率“提速”不

只一点点。

变革中的“供给侧”
——来自长三角的报道

本报记者 王学思

自 2011 年至今，经过三批创建，全国已有 93 个城市（区）进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行列。目前，第四批
27个城市（区）的创建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些城市（区）承担着探索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着力形成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使命，让公共文化服务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示范责任。

近日，本报记者以“行走”的方式，探访了长江经济带上的 9 个示范区，并结合东、中、西部的不同地域特点，从供
给侧改革、城市发展及城乡一体化等角度对示范区创建的成果进行观察，并以“三城记”的形式推出系列报道。作为

“东部篇”，我们通过（上）（下）两期，讲述发生在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和上海嘉定的故事，呈现示范区在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侧改革中的探索及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