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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普遍均等地享有公共文化服务

2015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

导标准（2015-2020 年）》。推进标准化建设，是保障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让群众能够普遍均等地享有公

共文化服务的一项基础性改革。

文件出台以来，各地制定出台与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地域特色的实施标准。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国省、市、县三级普遍制定了实施标

准或服务目录。

一些地方结合本地需要，推出了更加精准的实

施 标 准 。比 如 ，安 徽 省 马 鞍 山 市 制 定 了 包 含 8 个 方

面、600 多项具体指标的实施标准；四川省成都市制

定了《城市社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公共文化设施配置

标准》《农村公共文化精准服务导则》。

还有一些地方推出了专项标准。比如，江苏省镇

江市制定《文化广场管理服务标准》；内蒙古乌审旗

出台《文化户建设标准》，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文化

活动场地和设备不足等问题。

广大城乡基层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末梢，既

有重点领域，也有薄弱环节。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中央在部署公共文化工作时，反复强

调要坚持面向基层、重心下移，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

覆盖面和适用性。

如今年近九旬的湖南科技大学文艺学教授夏昭

炎，2004 年退休后和老伴儿回到家乡生活——湖南

省株洲市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村。刚回来时，他发

现，村民们在农闲时最常见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牌，一

打一天，有时旁边还围着不少留守儿童。

“乡村的自然美当然好，但若没有文化的滋养，

不去除人心的浮躁，哪会有诗意的美呀。”夏昭炎说。

于是，他想办一个书屋，让村民有走近文化的机会。

2009 年，夏昭炎修葺祖宅，搬来桌子椅子和家里的

书报杂志，书屋开张。他挨家挨户地请人来看书，免

费，可一开始也只来了十几个人。夏昭炎没有料到，

这一举动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种模式。

从最初成立书屋带着乡亲们阅读，到开设百姓

课堂给村民讲授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再到组织村民

成立文体队⋯⋯从夏昭炎的尝试出发，如今在攸县，

老百姓家门前的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都成为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场所。孩子们在书屋阅读，乡亲们

到讲堂上课，大爷大妈们去广场健身。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把建设基层中

心作为一项重点改革任务。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

累计建成村级文化中心 57 万多个。在实践中，各地

涌现出湖南攸县“门前三小”、浙江“文化礼堂”、甘肃

“乡村大舞台”等一大批特色做法。

还有一项来自基层的改革创新举措经过了实践

检验，工作基础扎实、深受群众欢迎，那就是“总分馆

制建设”。2016 年，原文化部等 5 部门印发《关于推进

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

国范围内推行。

从 规 模 来 看 ，截 至 2021 年 10 月 ，全 国 分 别 有

2672 个、2636 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图书馆总分

馆制，占全国县（市、区）的比例分别达到 93.95%和

92.69%；文化馆、图书馆分馆及服务点数量分别达到

32351 个和 49568 个。

从效果来看，总分馆制改革促进了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对接，通过因地制宜在商

业中心、社区学校、机场车站等人流密集处设立特色

分馆，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实现了“房前屋后、遍地

开花”。比如，浙江温州等地推出的“城市书房”“文化

驿站”，已经成为知名文化品牌，类似机构在各地雨

后春笋般涌现。

博物馆美术馆成“网红”：公共文化
资源活起来

10 年前的故宫博物院，殿宇宏伟、底蕴深厚，但

和“年轻”“潮流”似乎是沾不上边的。2012 年 9 月，当

时上任不久的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做了

“ 故 宫 讲 坛 ”第 一 讲 —— 从“ 故 宫 ”走 向“ 故 宫 博 物

院”。之后，慢慢地又狠狠地，故宫博物院“火”了，开

放面积从 30%一路上涨到超过 80%，全年几乎不分

淡旺季，成为年轻人的潮流打卡地，每逢节假日和下

雪天更是一票难求，而故宫文创更是引领全国博物

馆进入了新的文创时代。

2013 年 ，从“ 朝 珠 耳 机 ”等 一 系 列 全 新 产 品 开

始，故宫文创的风格变了，不仅端得起国之重器，也

玩得了小清新。2015 年，位于慈宁宫的雕塑馆开幕，

随展文创紧跟其后。馆藏陶彩绘女俑和胡人俑被做

成了晴雨伞、牙签筒、红酒瓶塞、便签夹。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故宫文创产品达 11936 种。

单霁翔说，一座博物馆要想向普通观众，尤其是

年轻人，打开尘封的历史，解读经典的文化，就需要

用生动的、人们喜闻乐见的“新方法”加以表达，采取

新颖的形式、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内涵，传递出社会

正能量。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单位，做好公共文化服务是本职、天职。美术馆中

的艺术品是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呕心之

作，它们来自生活，来自人民，这些作品不应只放在

库房里面，而应该回到人民中间，所以要办好展览，

宣传好这些作品。

现在，中国美术馆设有“大师讲大美”“为新时代

人物塑像”“残疾人温暖日”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作为化育大众的平台、国家美术的殿堂、讲好中国

故事的窗口，公共艺术教育不仅在馆内，还应该延

伸到馆外、延伸到国际，所以一些新媒体的合理使

用就非常重要。”吴为山说。近期，中国美术馆举全

馆 之 力 打 造 了 60 集《中 国 美 术 馆 藏 经 典 作 品》，成

为“云”美育、“云”志愿服务的代表性项目，目前总阅

读量高达 817.4 万。

“活起来”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而群众也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旁观者”变成“创

造者”。群众文化活动坚持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尊

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到内容源于群众、作品产生于

百姓、成果普惠于人民。

比如，“村晚”自 2016 年开始，从区域“小欢喜”

走向全国“大联欢”。每年以“百县万村”大联动的形

式，“村晚”在全国各地开展，打造专属群众的文艺舞

台和乡土气息浓郁的年俗文化大餐。2021 年，全国

举办“村晚”活动 9522 场，参与人次 1.24 亿。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白雪

华 介 绍 ，2020 年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云 全 新 改 版 ，推 出

“村晚”、大家唱、广场舞、“乡村网红”、“百姓大舞台”

五大全国性品牌活动，助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两年来，“村晚”在该平台示范展示 130 场，

总浏览量达 1.4 亿人次；“乡村网红”培育计划直播观

看量也超过 1000 万次。

有人管、有人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近年来，围绕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央陆

续印发了相关政策文件。

公共文化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一项为

了激发公共文化机构内部活力、提升公共文化机构

服务效能的探索。2017 年 ，原 文 化 部 等 7 部 门 印 发

《关 于 深 入 推 进 公 共 文 化 机 构 法 人 治 理 结 构 改 革

的实施方案》，提出在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公

共文化机构，探索建立以理事会为重要形式的法人

治理机构。

作为试点单位，苏州博物馆早在 2015 年年初就

开始进行理事会的筹备组建，并于 2016 年 6 月举办

了理事会成立大会。理事会共由 15 名理事、1 名监事

组成，包括政府机关代表、社会知名人士、文博专家、

志愿者代表、捐赠者代表、职工代表等；其中社会理

事有 8 位，占比超过 50%。

苏州博物馆馆长、理事会筹建负责人陈瑞近曾

对媒体介绍，苏州博物馆理事会是业务决策、运营咨

询和监督机构。所谓“决策者”的效能并非是制度层

面的，更多体现在业务层面，包括苏州博物馆的学术

研究、文物征集与保护、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开放服

务等方面。

苏州博物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山东省济南市文

化馆⋯⋯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

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特别

是在理事会审议“三重一大”事项时，注重听取外部

理事意见，有效促进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全 国 已 有 406 家 公 共 图 书

馆、394 家文化馆、1051 家博物馆（含 507 家非国有博

物馆）和 95 家美术馆进行了试点。当公共文化机构

有人“管”了、服务效能有了人的保障，提质增效还需

要更多更新的尝试与变革。

人们如果路过广东省佛山市文化馆，会发现这

里几乎“全天无休”，午间、晚间、节假日，别人上班的

时候它常规运行，别人休息的时候它更热闹。佛山市

文化馆馆长刘建乐介绍，在开展各类文艺培训和文

化活动时，时间安排上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方便群

众获取公共文化服务。

同 时 ，在 2021 年 佛 山 集 中 开 展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效能革命”专项行动背景下，为了让场馆尽可能地

发挥作用，文化馆加强了配套服务，比如，制定相关

的预约使用细则，并与其他服务衔接和嵌套，吸引社

会团队进馆活动。

除了充分利用线下资源和空间，佛山市文化馆

还积极拓展新媒体空间，丰富线上服务。动漫看过，

粤剧听过，那你见过“粤剧动漫”吗？由佛山市文化馆

打造的“粤剧动漫”系列视频，以《粤剧起源》《帝女

花》《牡丹亭惊梦》等一集一集，打破粤剧与动漫的

“次元壁”，让粤剧文化火出圈。

“全民艺术普及，是文化馆的使命。但单靠文化

馆一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统筹各类资源，集中

力 量 才 能‘ 办 大 事 ’。”刘 建 乐 说 。2021 年 12 月 12
日 ，佛 山 市 文 化 馆 牵 头 成 立 佛 山 市 文 艺 社 团 联 盟

发 展 中 心 ，联 合 文 艺 培 训 机 构 等 社 会 力 量 ，让“ 文

艺 进 万 家 ”。2022 年 的 目 标 是 发 展 100 家 社 区 培 训

机构，开展 1000 场各类文艺活动，预期全年惠及群

众超 10 万人次。

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文

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不断提升。这是总结，也将是新的开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晚上 10:20，“叮咚”一声，广东省佛山市民郑蕊

畅收到了一条手机通知，这是她收到的第一条借书

订单。她既不是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也不是书店店

主，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有两个爱看书的孩子。

这样的“叮咚”声，可能在佛山很多市民的手机

上响起。2021 年 4 月，佛山市图书馆的家藏图书共享

计划“易本书”上线试运行小程序。“易本书”（英文名

称 EX-BOOK!）是一本书，更是交换书。市民可以上

传家中闲置的图书供人借阅，也可以借阅别人上传

的藏书。这是国内首个实现家藏图书、公共图书馆馆

藏全社会流通的公益性、综合性资源共享平台。

2021 年 8 月 24 日，郑蕊畅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日

子，她去佛山市图书馆借书，无意中发现“易本书”的

推介资料，“一下子让我想起曾在大学图书馆当管理

员的美好时光”。第二天她就注册了平台账户，上传

了藏书。神奇的是，当天晚上，她就被“叮咚”告之，收

到了订单。她与来借书的姑娘一见如故，还主动推荐

了两本书给她，约定地铁站“面对面”借书。

郑蕊畅把家中的 320 册藏书上传了 239 册，目前

已经借出去过 94 册（次）。为了让藏书更有效地流动

起来，她将平台上生成的“藏家海报”发在个人朋友

圈，吸引了很多朋友跃跃欲试。“一位居住在大良的

范小姐，由于我们俩的小孩年龄相仿，我针对她的亲

子阅读需求，向她推荐过好几本优秀的绘本。而她看

到优秀的绘本，也常常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易本书”是如何诞生的呢？事实上，与“易本书”

密切相关的，是佛山市图书馆启动于 2018 年的“邻

里图书馆”。

2016 年，原文化部等 5 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县级

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

围内推行总分馆制建设。这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重要任务，对于有效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提

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促进优质资源向基层倾斜和

延伸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佛山市图书馆已经形成了由普通成员馆、智能

图书馆、汽车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电视图书馆构成

的立体、多维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2021 年，佛山集

中开展公共文化设施“效能革命”专项行动，着力解

决设施使用率不高、设施存在感不强、公众参与度不

足等突出问题。而在这场“效能革命”中，比分馆更

“下沉”、更提高资源配置及使用率的方式，是佛图创

新尝试的“邻里图书馆”和“易本书”。

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项目，都是为了打通公共文

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便的公共

阅读服务。前者把图书馆的“分馆”开进了普通市民

家中，后者则进一步让市民家中的藏书成为图书馆

的“馆藏”。

佛山市图书馆馆长黄百川介绍，每个邻里图书

馆可在市馆享受总借阅 200 本书、期限为 365 天的权

限，以及市馆提供的微信点单式图书配送、专业培训

等服务；同时需要承担任期最少为 1 年、服务不少于

10 个家庭、组织不少于 3 场阅读分享活动、每年转借

图书不少于 30 册次等义务。

佛山市图书馆业务管理部主任陈艳介绍，随着

邻里图书馆渐成气候，一些邻里图书馆已经逐步形

成独具特色的品牌活动，比如，永无岛邻里图书馆的

“云朵姐姐故事会”、小橘灯下邻里图书馆“童读书

绘”、好友营邻里图书馆“快乐的海洋环游”⋯⋯社会

家庭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转变为参与者、提供

者和创造者。

2019 年 9 月，一个邻里图书馆的微信群中，有书

友问，“请问怎么将自家的图书盘活，像图书馆的书

一样可以扫码外借”，这个新的问题引发了书友们的

共鸣，也引起了佛山市图书馆的思考：如何激活家庭

藏书，让其成为社会共享资源？

“家庭藏书成为阅读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孩子的阅读素养与家庭藏书量正相关。但同时，家庭

藏书量也面临着不均衡的问题，家庭藏书是一个庞

大的未开发资源。”黄百川说，以广东为例，2019 年

获评“书香家庭”的大多数家庭藏书在 3000 册以上，

最多达 4.5 万册；2021 年佛山家庭平均藏书为 172.76
册，家庭藏书量相当可观。

黄百川说，“易本书”平台打破了公共图书馆馆

藏边界，提高全社会的图书资源流通运营效率，有效

促进家庭阅读与全民阅读。而很多“易本书”的用户，

还在交换图书中收获了书以外的东西。

陆伟锵是第一批进驻“易本书”的爱书人，“我喜

爱阅读，从小就是佛山市图书馆的忠实粉丝。因为兴

趣和职业的原因，家中藏书量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在

家庭理财等方面的书籍比较多，一些还是图书馆没

有、市面上也买不到的”。随着藏书越来越多，书架已

经放不下了，如何同时满足收藏更多好书和与更多

人分享的需求，“易本书”恰恰契合了共享经济时代

市民读者的心声。

陆 伟 锵 上 传 了 262 册 书 ，竟 然 产 生 了 527 次 借

阅。他对很多借阅者印象深刻：

读者“小政”是外地来佛山打工的小年轻，一名

共产党员，在某单位担任保安队长，工作之余最喜爱

的就是阅读，最近还报考了成人本科。他向陆伟锵借

的第一本书是《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当时特地开了

半小时电动车来“面对面借书”。

读者“娜娜”是一个勤奋的职场白领，晚上兼职

做电商，对投资理财也很感兴趣，借了不少这一类

书籍。通过和陆伟锵持续的交流，她发现自己在家

庭 理 财 上 有 不 少 误 区 ，陆 伟 锵 给 她 推 荐 了 书 单 并

答疑解惑，现在，娜娜已有了科学的观念和明确的

家庭理财规划。

读者“月月”是一个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借阅了

全新的《这里是中国》图册。然而，通过快递收到书

时，发现运输导致图书出现破损，她很替陆伟锵心

痛。“我说不用介意，图书的价值在内容而不在外表，

能共同分享就是一种快乐。后来收到她归还的图书

时，我发现图书破损之处已被她精心做了修复。”

截至 2022年 4月中旬，邻里图书馆开出了1353家，

超过 54万册公共藏书下沉到家庭末梢，自发策划开展

阅读活动1844场，累计服务读者6.3万人次。“易本书”平

台拥有用户 2.5万余人，使用量 6.8万人次，市民上传家

藏书 2.4万余册，平台产生借阅订单 6600多单。

当以图书馆走进千家万户，当人与人因为阅读

连接起来，公众就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最

广的参与者、最大的受益者。

图书馆“分馆”开进市民家中，家庭藏书变身“馆藏”

建设公共文化
那是你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博考古刷屏“出圈”，文创好物琳琅满目，文化场馆
人气旺盛，文化下乡如火如荼，线上服务绽放“云端”⋯⋯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
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以上这些都是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写照。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说：“公共文化
服务面向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

”

孩子们在图书馆。 温燕霞/摄

2021 年 4 月 24 日，广东佛山“易本书“市集。 邱裕光/摄

2021 年 7 月 22 日，北京故宫售卖的文创雪糕。

视觉中国供图

1 月 24 日，广西梧州，2022 年蒙山县乡村“村晚”在文圩镇

屯治村举行。这是全国乡村“村晚”示范点，由文化和旅游部公

共服务司主办。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