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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夯实共同富裕文化基础

曹劲松

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 南京市社科联(院)

打造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高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是筑牢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的重要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我们要紧扣“强富美高”发展总目标，聚焦均等化、数字化、融合化、

集约化，打造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高地，建设文化强国先行区，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夯实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促

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江苏新篇章提供文化支撑。

聚焦均等化，提升文化惠民效应。查找现有指标与国家、省域发展规划以及相关省市的差距。加强对省域范围内各类、各

层级文化设施的全面摸底研究，重点对社区（村）一级文化设施的布局加强研究，弥合缺口。加强省域范围内小剧场的培育布

局，推进中小型剧团发展。结合人口分布情况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边缘地区的重大文化设施建设。以科技提升文化设施的精

准化服务水平。充分利用科技资源，将公共文化设施空间数据库与公共文化设施电子地图结合，构建包含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数据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数据集和 GIS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集在内的综合性数据库和电子地图，实现信息资源按照地理

空间位置进行整合，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精准化建设提供技术保障。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覆盖率。以高效、便捷利用为原则，

力争到“十四五”末，文化设施实现“人均”与“地均”目标值，打造中心城区 500 米服务半径、中心城区外 1000 米服务半径

的文化圈。到 2035 年，将江苏文化设施建设打造成能够覆盖所有居住社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圈设施网络，“无处不在的城

市文化空间”。

聚焦数字化，优化文化服务效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指导，打通江苏各层级公共文化数

字平台，打造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库群，建设江苏文化大数据体系。深化“江苏省数字文化馆云服务与管理平台”建设，充分整

合江苏省所有文化馆、站（中心）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提升文化演出、艺术普及、场馆预定、数字阅读、综合信息管理

等功能。建设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馆、智慧书店、智慧广电等，积极发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云体验，促进供需在“云

端”“指尖”对接。抓好文化设施统筹建设与综合利用。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加大对基层的扶持引导力度，培

育一批扎根基层的群众文艺团队。深化“结对子、种文化”，拓展群众文化参与度。对文化阵地实施“星级管理”，每年综合

考评。选优配齐“文化管家”，引导民间社团、志愿者入驻结对、常态服务，真正让文化阵地大门常开、活动常新、群众常到。

创新供给效果评估机制。构建江苏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库，提供数据分析、基础数据、评价数据等多种功能，分析居民的文化

参与情况、公共文化消费偏好等信息，打造精准文化服务“供应链”。建立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资源库，实现江苏省文化项目需

求库联网，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政府制造”向“群众创造”、从“政府端菜”向“民众点单”转变。

聚焦融合化，拓展文化服务功能。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积极打造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国家级

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推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剧院、非遗展示场所等成为旅游目的地，培育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

间。发展智慧旅游，加快发展度假休闲旅游、康养旅游、研学实践活动等，打造一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城市、国家精品旅游带、国家旅游风景道等。探索建立景区文化评价制度，形成彰显江苏特色、体现行业示范性的文化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引导文化设施与城市商业空间、特色景点、公共开放空间等相融合。鼓励在新建的综合体中设置小

型文化艺术空间，依托城市主要商圈的人流量，设置小型剧场、演出场所等设施。借鉴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经验，促进

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向复合型文化设施转型。促进影剧院从单一的电影播放功能向中小型剧场和文化娱乐中心等综合功能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Mnskm_iHYqt8zZp7ngvVJU9RfnxNdr_P8PvUithkddyuppX5SafCSuzBMvBJa17lLBiyLXKTQQi0QBddOEPjRJzsazeUg2Gfc=&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M9N_p6ifsvNv8simRz6uCblA1Xx_F_bVnoz0lJ8KAW-I8_59uMNJN3YC9eAHL5SMXa88C3CU2CrSSZWl4yoFKqM8DQ4Pi1oIzx-oZ-oAp54a4nLQyzMEpoFEAPzidbsTA8PgFyI4J1FckUZSyOoG1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M9N_p6ifsvNv8simRz6uCQTWeqEeXdBKV17UHSB0xN6AZWf7Oy5y-v25QQVLxLOXxiBinQsLsDn8aufr1feLraMgiejE9d65snSPU05KvzaK6Zk5qvIRgg==&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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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形成多功能、高能级的文化设施。鼓励图书馆、书店借鉴“诚品模式”打造集商场、餐厅、画廊、实验剧场、艺文空间、

音乐空间等于一体的复合式文化综合体。推广德基美术馆经验，利用商业设施建设特色艺术馆、美术馆，全面提升商业空间的

文化艺术氛围。树立将博物馆搬至云上”“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的理念，探索在历史街区、文化景区设置小型博物馆、

美术馆、艺术馆的方式方法，在有条件的历史建筑内设置展览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推进基层文化设施的融合利用。推

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整合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数字电影固定放映点、体育健身点、小型博物馆等多种功能空间。推动工、

青、妇等公共服务资源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融合发展，实现原先分布在不同部门、分散孤立、用途单一的基层公共文化

资源综合管理和利用，不断提高使用效益。鼓励支持园区、厂区、学校、社会组织向社区（村）居民开放内部文化设施，实现

文化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聚焦集约化，促进新型文化消费。以新型文化消费拓展内需新空间。发展文化消费夜经济，在有条件的文化场所开展夜间

游览活动，打造省级、国家级夜间文化消费集聚区。积极培育文化网络消费、体验消费等消费新热点。发挥互联网科技在文化

消费中的宣传和推广作用。积极开发包括虚拟偶像、二次元产业链、线下娱乐综合体、虚拟世界网络平台、新经济消费场景等

文化产品。发放文化消费惠民卡、文化消费电子优惠券等，研究制定系列新消费促进方案。完善“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南

京）智能综合服务平台”功能，积极培育和发展共享、定制、互动、体验、“智能+”等消费新模式。构建数字消费新空间。实

施网络精品出版扶持计划，鼓励文化单位和网民依托网络平台依法进行文化创作表达，加强各类网络文化创作生产平台建设，

鼓励对网络原创作品进行多层次开发，推出更多高品质的网络视听节目。聚焦群众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举办数字文化消费季、

“夜生活节”等特色活动，创新开展非遗数字展销、设计大赛、文旅集市等系列展会赛事，打造高品质的数字文旅消费环境。

完善文化消费政策。制定江苏夜间文旅消费实施意见、江苏促进在线新文化消费发展行动方案等，优化文化消费补贴资源配置，

将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项目纳入专项资金扶持范围，鼓励文化机构创作生产和引进更多的文化精品力作投放市场。用好各

类文化产业引导资金、文化投资基金，对重点文化行业实行特殊扶持政策。推动文旅消费服务平台化。推广“南京文旅消费智

能综合服务平台”“苏州文旅消费大数据平台”等经验，开展活动在线订、场馆在线约、演出在线看、服务在线评的“一站式”

服务，建设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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