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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

化。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

名城，河南省洛阳市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视察河南的重要讲

话精神，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作为重要任

务，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在全省率先探索

开展了城市书房建设工作，切实以“书

香洛阳”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洛阳市

财政局充分发挥服务保障职能，出台

一揽子支持政策，持续调整优化支出

结构，完善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建立

考评补助激励办法，不断夯实财政保

障基础，助力打造洛阳人民的“精神

文化粮仓”。目前，全市已建成投用城

市书房 205 座，累计接待读者 1680 余

万人次。

创新建管模式，完善投入机制，确

保城市书房建设工作顺利起步

近年来，洛阳市加快构建文化传

承创新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把城市书房建设列入重点民生实事强

力推进，着力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洛阳”。洛阳市财政部门认真落实

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聚焦钱从哪里

来、应该怎么用、如何管好用好等重

点环节，充分发挥服务保障重要职能，

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

一管理”的建设模式。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分级共建缓

解资金压力。“河洛书苑”城市书房经

费包括硬件建设、设施设备购置、文

献信息资源采购、人员工资、水电网

络、运行维护等方面的费用。无论前

期建设投入还是后期管理维护，都需

要投入较大资金。为此，洛阳市制定

出台了《洛阳市“河洛书苑”城市书房

建设管理办法》，明确由市本级财政和

县区财政分级负责的财政投入模式。

由市级财政负责投入资金补贴、设备

和图书 ；县区一级政府作为建设主体，

根据本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和公共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对辖区内“河

洛书苑”城市书房的设置实行统筹规

划，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统筹安

排。截至目前，全市共投入城市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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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资金 1.7 亿元，其中市财政投入

6500 余万元，主要用于采购图书和借

阅设备等，其他费用由县区财政承担。

通过各级财政共同投入，有效减轻了

各建设单位的资金压力。

二是发动社会参与，以财政“小

资金”撬动社会“大资本“。为最大限

度降低建设投入和运营成本，洛阳市

积极撬动社会力量，发动各市直部门、

国企事业单位等共同参与，同时引入

学校、商场、社区、书店、私营企业等

合作共建单位和社会公益力量，采取

直接提供资金，无偿提供书房建设场

地、书架设施和水电等方式，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城市书房建设。截至目前

已合作共建城市书房 131 座。社会力

量参与、政企合作建设的城市书房建

设模式得到了市场认可，获得了丰厚

“回报”。如，在上阳宫文化园与西工

区政府合作建设的城市书房项目中，

双方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共同建设、

共同管理。书房开业以来，日均人流

量约 700 人次，节假日最高时达每日

4000 余人次，有力地促进了上阳宫文

化园内的餐饮、娱乐等消费。

河南洛阳：财政助力城市书房建设
          致力打造“精神文化粮仓”
河南省洛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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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坚持统一规范，实现建设服

务全流程管理。在城市书房建设过程

中，洛阳市始终坚持高标准建设、高

质量管理，实现建设与管理服务“八

统一”。全市城市书房统一命名为“河

洛书苑”× 城市书房 ；统一制作悬挂

并亮化 LOGO 标识，提升“河洛书苑”

城市书房辨识度 ；统一开放时间，所

有书房开放时间每天不少于 12 小时、

全年无休 ；统一配置图书资源，充分

考虑城市书房图书配备差异性，种类

多，复本量低，定期流转 ；统一配置

自助设备，实现了自助办证、通借通

还，一处办证、多处借阅 ；统一培训

工作人员，统一服务标准，统一配置

便民服务设施，保障书房日常高效有

序运行，为群众提供更贴心的   服务。

坚持建管并重，强化绩效管理，确

保财政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高效

一是给予专项补助，涵养源头活

水。以财政资金专项补助为重点，建

立“申报——审核——建设——补助”

机制，对于符合建设标准并验收合格

的城市书房，按照“自助借还设备、

图书防盗安全门禁系统及 3000 册左

右图书”的配置标准，由市财政统筹

安排城市区城市书房建设补助资金，

可用于阅读空间的环境装饰，书架、

阅览桌椅等服务设施购置等方面。同

时支持洛阳市图书馆统一招标采购城

市书房自助借还书设备、图书防盗安

全门禁系统，实现各城市书房管理统

一、个性突出，进一步引领城市公共

阅读空间提档升级。

二是强化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

用。严格落实城市书房扶持补助资金

使用要符合洛阳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及公共财政基本要

求，坚持“公平公正、科学规范、统筹

安排、讲究绩效”的原则，合理安全高

效使用补助资金。对受补助单位提供

虚假材料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

《洛阳“河洛书苑”城市书房建设管理

办法》等行为的，取消其年度资金补

助资格 ；对已拨付的资金进行追回，

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

任，切实以强有力的监督问责确保扶

持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三是统一量化考核，激发运行活

力。成立“河洛书苑”城市书房考评工

作小组，对运行满一年的城市书房开

放情况、接待人次、管理秩序、群众满

意度等情况进行量化检查考评。制定

印发《洛阳市“河洛书苑”城市书房达

标创优实施办法（试行）》，对考评达

标的城市书房给予优秀、良好、达标

等 3 个等级评定，根据年终考评结果，

每年市财政给予城市书房补助资金，

并对未达标单位责令限期整改，持续

激发争先创优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全

市城市书房迈向精细化管理。

健全服务体系，打造特色品牌，持

续巩固城市书房建设成效

城市书房三分靠建，七分靠管。

洛阳市将持续聚焦管好、用好城市书

房，因地制宜探索城市书房高效管理

模式、打造特色活动品牌，不断提升

城市书房的建设管理水平。

一是建设四级服务体系，提供精

准高效服务。为了将文化服务真正送

到家，建设家门口的文化阵地，洛阳

市着眼市民对文化的专业化、高端化、

便捷化需求，着力打造以新建的市图

书馆为中心馆、17 个县、区图书馆为

总馆、202 个乡镇文化站（街道文化中

心）为分馆、3000 多个基层文化服务

中心图书室作为基层服务点，205 座

城市书房、自助图书馆、17 台流动图

书车，200 多个流动服务点为补充的

四级总分馆服务体系。通过统一管理

服务平台，全市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

通借通还、方便快捷的“15 分钟阅读

文化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

一公里”，不仅巩固和提升了城市文化

品味，更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

二 是 打 造 特 色 活 动 品 牌，营 造

书香洛阳浓厚氛围。洛阳市不断丰富

“书香洛阳”的内涵，将每月 23 日定为

“书香洛阳”主题读书日活动，与市电

视台联合打造的“书香洛阳·兰台读

书会”影响广泛，并在洛阳广播电视

台、洛阳日报社等新闻媒体合作开设

专题专栏，持续深入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洛阳“小财政”在一点一滴支出中

的民生坚持，促使财政支出结构持续

优化，同时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

及百姓，有力托举起“大民生”。

在当前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中，

洛阳市以城市书房为平台，先后组织

开展了“城市书房”里学党史、“悦读

百年 知史力行”暨“财清政廉朗读者

（第二季）”等一系列品牌阅读推广活

动，让城市书房的书香飘满洛城，激

励全市干部群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市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实

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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