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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毛  玮

中心等大型文化设施，委托企业经营管理，切实提

高运作水平和综合效益。培育壮大新兴文化产业，

制定出台土地使用、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政

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发展新兴文化产业。目前，

全区已建成国家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基地，动漫产

量跃居浙江省第二位，《十万为什么剧场》荣获全

国优秀国产动画片奖，并成功创建为国家高新技

术创业服务中心，拥有注册资本超千万的软件企

业54家。

（二）文化供给普惠化。把群众共享文化发展

成果作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落脚点，立足

基层、面向群众，丰富公共文化产品，扩大供给领

域范围，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全面增进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一是创新“送文化”模式。顺应群众多元

化的文化需求，在实施“文化直通车基层行”、“百

场戏剧千场电影进农村”等文化下乡工程的同时，

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模式，2009年起启动“天天演”

文化惠民工程。按照“政府统一采购、公司市场运

作、全民免费享受”的原则，由政府和企业共同组

建专业演艺公司，每年下乡演出700场。截至目前

已累计演出1300余场，95%的场次在镇乡和农村，

惠及群众150万人次，实现了文化演出在农村基层

的全覆盖、常态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送到家门

口的‘文化大餐’”，2011年“天天演”文化惠民工

程还问鼎了全国社会文化最高奖——第十五届全

国项目类“群星奖”。二是打造“创文化”品牌。为

进一步彰显特色、扩大影响，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规

模化品牌化发展，鄞州区坚持“年年都有大活动”，

连续五届举办中国梁祝爱情节，并入选“中国十大

民俗类节庆”，荣获了“中国梁祝文化之乡”的美

誉；还精心承办了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宁波市鄞州区坚持面向农村基层，大力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使区域文化发展水平迈上

了新台阶。公共文化服务综合评估连续两年获浙

江省第一，并于2011年成功跻身“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之列。 

（一）体制机制长效化。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突破口，强化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努力推进投入多元化、服务外包化、运

作市场化。一是坚持公共财政建文化。优先安排文

化发展规划、优先保障文化事业投入、优先满足文

化建设需要。2011年全区公共文化事业经费投入

达1.52亿元，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提高至1.6%，

人均文化经费超过百元。同时，全区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撬动民间资本

投入文化领域逾12亿元。二是引导社会力量办文

化。充分发挥区内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丰厚的

优势，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形成

了以国有公共文化为主体、民间公益文化为补充

的发展格局。突出“民办政扶”，对民办博物馆实

施优先供地，价格参照公益类用地标准，并按建筑

面积和投资额给予建设补助，最高补助额达400万

元；强化“民营政管”，实施年度考核制，对民办

博物馆的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展览情况等进行综

合考评；实施“民享政补”，鼓励民办博物馆免费

向社会开放，区财政按参观人数给予一定补助。截

至目前，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463万元，受惠群众

达320万人次。三是强化市场运作兴文化。坚持产

业化思维加快公共文化建设。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外包，对部分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项目、大型

文化活动等，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

等，以市场化方式来运作；对文化艺术中心、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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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第六届“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等

重大活动，全面展示了“新时期、新鄞州、新形

象”。坚持“年年都有大突破”，加大文艺精品创

作扶持力度，突出国家级重大奖项的主攻方向，

三年来安排专项资金2000万元，构建起了策

划、创作、宣传的全程扶持体系，“十一五”期

间共有30余件作品荣获民间文艺“山花奖”、曲

艺“牡丹奖”等国家级奖项，还有两个作品荣获

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是提升“种文化”水平。

突出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的终极目标，引导鼓

励群众自办文化，切实提高农村文化自我发展

能力。培育壮大特色化文艺团队，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100万元，采取业余团队等级评定、专

项经费补助奖励、菜单式系统培训等措施，全

面激发群众“种文化”热情。目前，全区共有各

类业余文艺团队1000余支，骨干成员4万余人。

此外，积极拓展多样化演出平台，引导支持文

艺团队走精品化路子，在传统“送戏下乡”的同

时，鼓励“送戏进城”、“跨国演出”。先后远赴

杭州、上海、韩国等演出40余场次，使“草根文

化”焕发出了蓬勃生机。     

（三）文化设施一体化。把文化设施建设作

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优化区域布

局，强化城乡联动，基本形成了区、镇、村三级

文化设施网络。一是以“三大馆群”为抓手，构

筑标志性文化设施网络。强化区级文化设施的

龙头带动作用，在鄞州新城区开发中，先后投

入11亿元，优先规划建设一批总面积达18万

平方米的标志性文化设施，着力打造“三大馆

群”。打造省市一流水准的文化馆群，集中建成

文化艺术中心、文化休闲广场、高教园区图书

馆，另有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市民综合活

动中心将于明年年底建成使用。打造可承办国

际赛事的体育馆群，先后建成体育中心、网球

中心、游泳中心，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中国

国际象棋国家队训练基地相继落户，成功举办

国际女子网球挑战赛、世界女子国际象棋锦标

赛等一批重大赛事。打造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

博物馆群，已建在建筹建各类博物馆28座，总

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平均每2.9万人拥有一

座博物馆，超过发达国家水平，2011年荣获了

“中国博物馆文化之乡”称号。二是以“明珠工

程”为平台，优化城镇文化服务网络。在所有镇

乡创建“浙江省东海明珠工程”的基础上，结合

新型城镇建设，2008年起启动实施新一轮“公

共文化明珠镇创建工程”，着力推进镇乡文化

设施“五个一”建设，即每个镇乡新建一个综合

文化中心、一个特色文化广场、一个文化休闲

公园、一个多功能影剧院、一个室内体育球馆。

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类场馆31个、设施面积21

万平方米，所有镇乡创建成省体育强镇，所有

镇乡文化站均达到省三级标准。三是以“星光

工程”为载体，完善农村文化阵地网络。围绕构

建“15分钟文化圈”，2006年起在全区所有行政

村实施“星光工程”，重点建设综合宣传窗、综

合文化室、综合室外活动场地、综合体育健身

路径的“四综合”文体设施。累计投入资金1.8

亿元，新建改建各类文化场所40万平方米，使

409个行政村全部达到创建标准。除此之外，全

区还以村（社区）为重点，启动建设“公共电子

阅览室”，统一规划布点、统一建设标准、统一

功能配备，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健康快捷的网

络文化服务。

（作者单位：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

责任编辑  李  烝

村村建起了图书阅览室

07.18（最终稿）.indd   63 2012/7/18   15：36：46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