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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合江：建设“N=1”公共服务体系

阳  恺  江  澜

置完善。目前，已对21个乡镇和14个

村的综合文化站（中心）进行了168万

元的设备标准配备。四是整合管理体

系。对相关部门的公共服务人力资源

进行整合，优化配置。对文化、远程教

育、科普、广播、卫生及计划生育等由

多个部门分散管理事项变为由一个部

门集中管理，将由多人分散管理变为

由一人集中统一管理。五是创新工作

机制。建立项目综合评审联动机制。

成立由县级相关部门及专家组成的项

目综合评审工作组，对资源存量整合

以及增量配置进行论证评审。各公共

服务部门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

况，兼顾发展预期，各自归集项目申

请并进行初审，再统一提交项目综合

评审工作组。工作组进行统筹平衡、

综合评审，并提出建议方案，报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或县政府批准后，由相

关部门统一立项、规划，组织实施。同

时，建立资金整合保障机制。根据试

点项目规划，合理安排预算，将原来

分散由各部门零星安排的业务工作经

费，整合安排到乡镇综合文化站、村

级文化中心统筹使用。县财政每年安

排100万元专项资金，按每人每月100

元标准，对村级管理员进行补助。

经过两年努力，合江县基层文化

资源整合创新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开展资

源整合创新后，减轻了财政负担，解

决了重复建设问题。项目由文化资源

整合办公室统一部署，保证资源优

化配置，有效避免重复投入、交叉建

设，使项目资金发挥了最大效益。全

县有效整合教育、文化、广播、科技

等部门的项目资金1200余万元，用

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还

切实撬动了社会投入，群众积极购买

电视机、图书、修建村级公路等，投

入资金达3亿元以上，起到了“四两

拨千斤”的效果，真正做到“建成一

个项目、完善一条服务体系、覆盖一

片基层区域”。二是群众享受到更多

更好服务。以前因无相应资源，一些

公共服务应提供而未能提供，导致服

务缺位或不到位。通过资源的有效整

合、合理布局，公共服务资源的服务

功能大大提高，服务面也不断拓展，

服务“缺位”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公

共服务的针对性不断增强。在公共服

务平台建立在线信访“直访站”，面

对面地解决群众诉求。开通“亲情视

频”，让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老人及

在外务工人员真切地感受到亲情和家

庭温暖。向村、社区群众开放信息资

源共享、农家书屋、电影放映等文化

服务阵地，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三是公共管理更加

有效。通过整合创新，把文化、计生、

农口部门对乡镇的分散管理职能，集

中由文化资源整合办公室承担，由原

来多个部门管理变为一个部门管理，

办法统一，操作规范，还节省了人力、

物力。通过完善管理机制，多重管理、

“各自为阵”的局面得到改善，乡镇

报送的资料少了、重复工作的事情少

了，管理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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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合江县自2010年被省财政

厅确定为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试点

县后，结合实际，大胆实践，重点选择

三江省级新农村示范片的24个乡镇及

4个乡镇的14个村开展试点，围绕资

源整合创新工作机制，按照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的原则，打破条块界线，对

文体广、计划生育、科技、农业、卫生、

司法等基层公共服务部门，实施跨部

门资源整合，建立起“N”个部门共同

规划、建设、管理、使用的“1”个综合

服务载体，努力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

一是整合基础设施。选择服务功

能相对完备的乡镇（村）综合文化站

（中心）基础设施，对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服务站、远程教育站、计划生

育人口文化中心、广播站、卫生服务

站等的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统一管理、共享共用。目前，

全县已有24个乡镇分别修建了300平

方米以上的综合文化站活动用房，4个

乡镇的14个村新建、改(扩)建了200

平方米以上的村文化活动中心。二是

整合信息网络。对各自分散独立的合

江县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党员远

程教育、人口与计划生育、农业、科技、

司法等8个骨干传输网络进行整合，

建设统一的“合江县基层文化资源共

享网”。三是整合通用设备。为综合满

足办公、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技

术技能培训、党员干部教育、卫生服

务等服务功能，按照“统筹安排、统一

配备、统一使用”的原则，对原各服务

阵地的电脑、电视机、投影仪、音响等

通用设备进行整合，并按标准进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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