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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化为民惠民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杨志纯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强

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我们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是关于“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新部署新要求，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

部署，围绕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建设，以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举措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让人民享有更

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打造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升级版”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的文旅产品越来越成为人们高品质

生活的必需品。我们要主动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努力提供更多高品质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

构筑艺术精品创作高地。近年来，我们组织创作一批反映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的精品力作，锡剧《烛光在前》、

苏剧《国鼎魂》、淮剧《小镇》、话剧《枫树林》实现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四连冠，戏剧类作品《打折》等

摘得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群星奖。我们要擦亮舞台艺术创作“江苏现象”金名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

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作用。

建强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江苏已在全国率先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国家一级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总数均居全国前列，但公共文化设施由全覆盖向高效能转变仍是“进行时”。要在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

设上持续用力，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尤其是充分发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的示范带动作用，支持南

京博物院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推动南京图书馆、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文化馆创新发展，推出更多艺术展览、演艺

表演、研学体验、文创展示等新型业态，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品质，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品位的

引领性文化客厅。

健全文化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优秀作品需要通过各种形式与观众见面、供观众鉴赏，不能“养在深闺人未识”。近几年，

我们创新文化奖项开门评奖机制，实行文化评奖与文化惠民服务相结合，组织省文华奖、五星工程奖参评和获奖作品开展惠民

演出，让城乡群众能够在家门口享受丰富精彩的文化大餐。同时，创新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机制，结合庆祝建党百年、喜迎党

的二十大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举办一批高水平展览展演活动，仅去年“百年百场”群众文艺作品巡演线上线下受众就超过 800

万人次，一堂堂生动的“艺术党课”让人们领略了信仰之美、初心之美、奋斗之美、自信之美。要继续创新文化发展成果共享

机制，用心用情用力推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延伸，让文化资源“转起来”，把文化食粮“种下去”，每年统筹组织不同

主题的优秀作品到基层、进乡村巡演巡展，真正把“公共文化盛宴”送到群众身边。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实效性

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深入研究群众需要什么、欢迎什么，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上下功夫，用便利可

及、“适销对路”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文化惠民贵在坚持，重在质效。这几年，我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每年全省“送戏下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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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场，其中省级扶持经济薄弱地区“送戏下乡”2800 场，已成为有影响的文化惠民工程和民生实事项目，有效促进了乡村文化

振兴。但全省“送戏下乡”仍存在“政府端菜”多、“百姓点单”少，“老生常谈”多、“新曲新调”少等现象，这不仅要把

“送戏下乡”深入抓下去，更要通过创新方法机制常抓常新。要围绕送什么，怎么送，打造永不落幕的“戏剧大舞台”。

创新数字文化服务模式。在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强化科技数字赋能，加快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实现供需在“云端”“指尖”更好对接。重点是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演出演播并举，创新互联网+公共文化服

务，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数字资源建设，优化提升“江苏公共文化云”“江苏图书馆云”“苏心游”平台功能，提供订单式、

菜单式、一站式新服务，拓展云展览、云演艺、云体验新场景。探索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文化场馆推

进卡码融合创新应用，并依托社保卡打造更多智慧文旅惠民项目，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城乡全覆盖、县级以上文化场馆“一

卡通”全覆盖。

创新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我们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

续推进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进一步拓展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旅游服务功能，推动非遗、文创、图书等进

景区景点，让更多人通过旅游载体传播文化、共享文化。同时，要推动“文化惠民+”融合创新，引导国家和省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先行先试，推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发展“一乡”“一艺”“一景”公共文化服务，在文旅

消费推广季中推出更多赏、玩、购、游等主题活动，做到双向发力、惠企惠民。

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双千计划”

围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享，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彰显公共文化服务“江苏特色”，我们从“十四五”开始，

创新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双千计划”，就是培育 1000 支优秀群众文化团队、打造 1000 个城乡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据不完全统

计，“双千计划”实施以来，优秀团队自行组织或参与组织群众文化活动 2.1 万余场、观演人数超 1090 万人次；最美空间累计

发布活动 3.3 万余场次、预约总人数 33.5 万人、线上服务人次超 490 万。

建设老百姓身边“不走的文化队伍”。着眼破解基层高品位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不够丰富、基层文艺院团不够活跃、乡村

民间文艺团队需要扶持等问题，我们把“送文化”与“种文化”“育文化”结合起来，挖掘选拔活跃在基层的群众文艺团队和

文艺骨干，推进专业院团与群众团队、专业人员与业余能人结对共建，培育一批在当地深受喜爱的群众文化创作和活动“带头

人”，引导城乡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当主角、唱大戏。同时，带动民歌大会、大众合唱节、广场舞示范展示等群众文化活动广泛

开展，打造一批知名城乡群众文化品牌。

建设居民游客“共享的文化驿站”。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发展公共文化“嵌入式”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城乡居民

日常生活的有效载体。去年以来，我们评出的常州秋白书苑、高邮汪曾祺书房、徐州马庄文化礼堂等“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环境优雅舒适、设施新颖别致、文化特色鲜明，已成为竞相打卡的“网红”之地。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注重把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与城市更新、乡村建设行动相结合，引导各地创新打造小剧场、城市书房等具有鲜明特色和人文品质的城市公共文

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文化礼堂、百姓戏台、文化广场、非遗传习场所等乡村主题功能空间，把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变

为“最美一公里”。

（作者系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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