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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要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提出，围绕更深层次推

进“社会文明程度高”，完善先进文化引领制度机制，加快建设“三强三高”文化强省。站在“中国之治”

迈向更高境界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聚焦高品质产品、高效能阵地、高水平治理，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更好

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更加注重追求生活上高品质。我们要

主动顺应人民群众文化消费升级新变化，努力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

持续推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推出更多的文艺精品，是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必然要求。近两年来，

我们提出并落实对艺术工作者、对艺术创作规律、对艺术工作者辛勤劳动“三个尊重”，建立完善财政投

入、院团激励、人才培育“三项机制”，特别是去年扶持精品剧目 12台，对艺术精品创作经费支持突破 1

个亿。围绕助力构筑江苏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我们将深入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完善激励艺术

精品创作生产机制，重点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创作，扶持推出像苏剧《国鼎魂》、

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等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同时，及时抓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创作，

继续为基层院团优秀剧目、优秀美术作品和优秀青年艺术人才搭建展演展览省级平台，精心办好江苏省优

秀美术家系列展、傅抱石杯·中国画作品双年展等品牌艺术活动。

充分激发群众文艺创作活力。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相统一，发挥参评全国群星奖和评选江苏

省五星工程奖的引导带动作用，完善群众文艺创作机制和专业文艺帮扶机制，培养更多乡村文化能人和群

众文艺团队，让群众文艺创作活力充分迸发。利用各级文化馆（站）等群众文艺阵地，组织举办艺术普及、

艺术培训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让文艺的种子在城乡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注重优化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围绕助力乡村振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万场文化活动进农

村”工程，开展戏曲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行动，尤其是组织更多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奖的文艺作品走上“乡

村大舞台”，推动更多优质公共文化产品从城市走向农村。深入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利用

流动舞台车、文博展览车等开展流动文化服务，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共享城市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探

索建立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发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搭建节庆文艺汇演、非遗和传统技艺展

演展示等“农民进城晒文化”平台，推动乡村文化走进城市社区。

建设高效能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城乡公共文化设施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从全覆盖向高效能转变，让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空间。



重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深入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十百千”示范工程，重点扶持

10个县级文化馆图书馆、100个乡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1000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建设，推

进设施标准化、服务网络化、运行一体化、参与便捷化，以精准有效扶持促进整体效能提升。作为省级公

共文化服务主阵地的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文化馆等，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做到闭馆不“打烊”，通过新媒体和虚拟现实等途径，推出精彩的线上看展、观演、阅读项目。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作为省政府保障民生实事项目的送戏、送书、送展览等文化惠民工程，已连

续实施多年。今年我们将加大文化惠民资源整合力度，以省、市、县联动方式统筹各类文化进乡村活动，

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提升影响力。坚持文化评奖与文化惠民相结合，继续实行江苏省五星工

程奖开门评选，组织参评作品惠民演出和获奖作品集中展演活动，努力实现“上万观众进剧场、千万观众

在线上”。坚持文化消费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总结推广南京、苏州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经验，组织举办

文化消费季等惠民活动，采取政府补贴剧目演出等惠民措施，培育、引导、激发文化消费潜力。

着力拓展文旅融合新阵地。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思路，做到用文化

的理念发展旅游，让旅游更有“诗意”；用旅游的载体传播文化，让文化走向“远方”。重点是围绕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主客共享”，探索开展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拓展博物馆、图书馆、美

术馆等旅游服务功能，打造“一站式文化艺术旅游线路”；推动文化资源和文化惠民服务嵌入旅游景区、

旅游线路、旅游公共设施，搭建“遗产+旅游”融合平台，把更多博物馆、非遗传习所和创意基地、古籍展

示馆、考古遗址等纳入旅游线路。

实现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治理

深入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落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

准和功能配置标准，研究出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的政策措施，以完善制度体系促进公共文化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运行机制。继续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市级文化馆图书馆法人

治理结构改革，力争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按照供需对接、内容丰富、管理有序、群众满

意的要求，研究制定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服务标准规范。完善以效能为导向的公共文

化服务扶持激励机制，建立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将“人均接受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次

数”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监测和考核指标。加强国家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管理，在建立

文旅融合发展机制、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公共文化服务

治理的“江苏样本”。

完善公共文化供需精准对接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采取“自下而上、以需定

供”服务模式，利用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采购大会，搭建供需双方的开放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的普及性和适应性，重点是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加强数字文化馆、图书馆、博

物馆资源建设，实施长三角公共文化服务一网通、公共文化联展一站通、公共文化培训一体化等合作项目，

促进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将建成集智慧服务、行业管理、数据分析于一体的江苏智

慧文旅平台，重点打造“江苏文旅在线超市”，提供便捷优质的数字文化服务。

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健全文化志愿服务体系，成立江苏省文化志愿服务总队，鼓励文

化志愿者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带头人结对共建，通过“送、种、育”等方式，建设“农民身边不走的文化

队伍”。把城乡、社区作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重点，广泛开展“嵌入式”公共文化服务，积极推动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更好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注重发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带动作用，扶持

引导群众性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涵育营造文明乡风，做大做强基层特色品牌。探索实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机制，努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