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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乡村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现状分析与建议

——以黄冈市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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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正确处理和认识文化事业，深化乡村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大力解放我国农村生产力，推进乡村居民精神文明建设，对缩小我国城乡居民精神文化差距，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分析了乡村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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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冈市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现状

文化事业不同于文化产业，主要是立足于社会效应，是以保障居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集合。我国现阶段的

文化事业运作以行政管理为主，由行政管理部门对下行机关进行宏观调控，政治引导，保障我国文化事业在基层积极开展，平

稳有序。

黄冈市的文化惠民工程在经过 21 年发展现今全市建有乡镇综合文化站 129 个、农家书屋 4388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县级

支中心 12个、乡镇基层服务点 124 个、村级基层服务点 4256个；全市有村级文化室 700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和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等三大文化惠民工程实现全覆盖。

2、调研方法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及现场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调查对象为黄冈市居民，居民卷共分七个部分（基本状况调查、乡镇综合

文化站服务调查、村农家书屋服务调查、农村文化信息资源调查、文化下乡活动调查、文化惠民工程的评价和需求调查），调

查发放居民卷 9000份，回收 8120份，回收率为 90%，有效问卷 7981份，有效率为 98%。发放访谈提纲 60份，回收小型调查报

告 47 份，回收文化站工作人员访谈录 35 份、村干部访谈录 122 份。正式开展调查之前进行了试调查，以保证调查结构的严谨

性和完备性。

在研究中，计算满意度的公式是：满意度=“非常满意”比例 x100分+“比较满意”比例 x80分+“基本满意”比例 x60分+

“不太满意”比例 x30 分+“很不满意比例”x0 分。在受访的 7981 名农村居民里对文化下乡工作基本满意的人数约占 30%，比

较满意的约占 27%，非常满意的约占 18%，其他意见（包含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的人数总共约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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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

3.1城乡居民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的基本认知

在调查的 7981 名居民中，总体上男性对政府建设的文化惠民工程的满意度要髙于女性，男性满意值为 63，女性满意值为

59.8；而在地域上满意值由高到低分别为高山区 63.1、平原区 62.5、丘陵区 60.2；从年龄上满意值几乎与年纪大小成正比，老

年居民的满意值为 60.8，中年的为 62.7、青年的为 61.8、少年的为 59.5；从职业上，国家工作人员的满意度最高为 73.2，其

次离退休人员为 71.4，但是对于工人 59.8、学生 58.3、自由职业者 57.6则满意度低，不同职业之间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满意度

有着较大差距；从收入上看，收入越髙的人群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满意度越髙，年收入 90000 元以上的人群满意度为 64.6，年收

入在 10000 元以下的人群满意度为 59.1。针对村干的专门调查中，非常满意的人数最高，很不满意的人数最少，整体对文化下

乡的满意度为 71.2。总体来看，满意度在 60以上占绝大多数。

3.2黄冈市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的总体情况

被调查区域对上级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满意度，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为 61.6。总体来说，调查区域内的农村居民对上

级政府所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心理定性评价是持基本满意的程度。在调研过程中，居民对黄冈市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情况是基本

满意的，但是还是存在一些资源分配不到位，文化资源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些值得我们在下一步的文化惠民工程建设

中改进。

4、问题与建议

4.1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在建设中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发展还比较滞后。长期的投入不足，仅靠一时供给，长此以往，难

以为继。这就造成了许多地方没有办法开展正常的文体活动。近年来，黄冈市各级党委、政府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他

们的重视和领导下，农村文化建设力度逐渐增强，效果显著，但是目前我国的农村文化惠民工程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亟待解决。

4.1.1不同人群对城乡文化建设主体（文化建设过程中能承担主要建设任务的人或组织）有不同的需求。文化建设主体是文

化事业开展的核心，这就要求在开展文化事业时注重居民选择期望的文化建设主体。在调研的 7981 名城乡居民中有 2366 名居

民选择由上级政府配送基本文化需求；有 2246名居民选择由村民自发组织文化活动。综合考虑，可以尝试将文化建设主体多元

化以满足多元需求。

4.1.2资金链跟不上建设的步伐。文化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免费面向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文化阵地和文化资源等，担负着

向农村群众传输知识，普及新的科技发展成果，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经费的不足业已影响着文化惠民工程的建

设。经费的使用不规范，使用不到位，让本就不多的经费没有使用到实处或者利用率不高，使文化活动陷入困境。

4.1.3基层文化人才缺失。文化事业发展陷入了传统文化无人学习，青年人不再传承的困境。青年人多为了生活奔波，外出

打工，对传统的文化技艺失去兴趣，仅剩老一辈人在支撑。文化站由事业单位转变为社会单位，部分文化人才接受不了身份从

事业人变成社会人的变化，加上基层福利待遇较差，导致人才流失严重。

4.1.4文化站内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滞后。文化站内引进的新的文化资源早与时代脱节。文化站内设施过于陈旧，农家书屋

的人员不足，文化保护力度不够。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偏远的村民不知道农村书屋的存在，或者从来没有使用过文化站的文化

资源。并且，我国的文化惠民送下乡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当下人民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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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发展路径

4.2.1了解居民需求，对症下药。文化产品是“输血”工程，文化资源是“造血”工程，两者互相补充。文化资源的增加可

以给地区带来新的发展道路以及新的精神风貌。同时，创新文化产品，只有把新的文化展现表达成人民易于接受的实质才能使

文化更好地传承。

4.2.2以旅游资源创收，实现文化事业发展。打造“大别山水，人文黄冈”，开发旅游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满足大量游客

需求。以旅游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把自然景观及人文资源相互融合，进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村文化惠民建设中资金

短缺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

4.2.3创建精神文明，提高居民文化发展。文化事业的推进，可以开阔居民眼界，提高活力。政府要实现城乡居民素质显著

提升，要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切入点，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推进思想教育活动常

态化制度化，进一步把精神文明建设好、传播好，为城乡发展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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