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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广州市黄埔区圆满完成省、
市的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试点
工作任务，实现了街镇分馆建设标准化
和全覆盖，引入社会力量，创新“政府资
源补给 + 企业自主运营 + 社会力量参
与”的总分馆制建设模式，拓展和改善
了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2016 年至今，全
区共有 45 个图书馆、 文化馆分馆实现
开放，其中企业分馆 22 个，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明显提升。

政府主导， 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撬
动社会力量参与分馆的建设和运营，是

“黄埔特色” 之一。 2016 年至 2018 年，
黄埔区的区财政共投入 516.46 万元用
于社会分馆建设，撬动了 3002.2 万元的
社会建设资金投入到公共文化设施的
建设和提升。 随着该区企业文化、图书
分馆的建成、开放及效能的放大，区内
不少企业主动上门要求建立分馆。

通过创新打造总分馆制建设模式，
黄埔区的阅读服务效能指标在全市各
区前列。 2016 年，该区在广州市各区馆
中首次实现接待读者量、 图书借阅量、
馆藏量三个“超百万”；到 2018 年，接待
读者量为 278 万人次 ， 外借文献为
204.4 万册次。

广东强化均等服务扩大文化惠民

以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
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1 月 1 日，“同饮一江水”2019 广
东劳动者歌唱大赛年度总决赛在东莞
塘厦上演。本届比赛共举办了 100 多场
赛事，近 8000 名音乐追梦劳动者报名
参赛，走进全省 200 家企业、数百个大
型商圈， 为近 200 万名市民现场送去
精彩丰盛的“文化大餐”。 据统计，从
2006 年至 2019 年， 这项专门为劳动
者设置的省级文化惠民活动已合计举
办了 1000 多场次的活动，受惠群众超
过 800 万。

“同饮一江水”广东劳动者歌唱大
赛是广东公共文化建设的一个小缩影。
近年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扩大文化惠民，全面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以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助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广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虽
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对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部署要求，仍存在薄弱环节。 ”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指出，为进一步压
实地方公共文化建设主体责任，推动各地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该厅组织开
展了2018年度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评价
工作。 评价结果显示，佛山、中山、东莞位
于全省前三位。

该做法充分发挥对各地市改进公共
文化服务质量、创新工作机制、提高服务
效能的重要作用。 同时，坚持以评促建、以
评促改、以评促创，将评价结果作为省市
政府有关部门了解、监测本地区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情况、明晰优势和短板、规划和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等重要依据。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广东将着力
补齐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公共文
化体制机制改革，丰富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扩大文化惠民，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的覆盖面和适用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基本全覆盖 “特
”篇

色基 本 实 现 省 、
市、县、镇、村五级公
共文化设施全覆盖；
公共图书馆多项指
标走在全国前列；文
化惠民水平逐年显
著提高……广东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为老广
们提供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生活。

近年来，广东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共
文化设施网络，实施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攻坚做强工程，令百姓茶余饭后的文化
生活更充实。 目前，全省建成公共图书
馆143个，文化馆145个，乡镇（街道 ）综
合文化站1610个，行政村（社区 ）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25807个， 基本实现省、
市、县、镇、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全覆
盖。 广东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1325.86平方米。 广东各地大力推动建
成韶关风度书房、 佛山南海读书驿站、
江门蓬江陈垣书屋、 深圳盐田智慧书
房、河源源城槎城书吧、中山书房等一
系列新型阅读空间。

今年10月1日， 位于韶关市浈江区
的风度书房熏风路分馆开门迎客，读者

在书房的25000册书籍里翱翔。 韶关风
度书房的打造， 源于对“十分钟文化
圈”的探索尝试，是广东基层公共文化
建设的成功范例， 被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评为“2018广东公共文化建设优
秀案例”。 早在2017年，韶关市投入超
过1800万元，建设无人值守、有人管理
及读者自助服务的全开放、 高品位的
自助实体图书馆， 让公共文化服务根
植于群众需求， 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上发力。“风度书房”启动前，韶关市图
书馆到访量每年仅40万人次。 2019年1
至9月，韶关市图书馆和风度书房共接
待读者154万人次， 同比增长23%，其
中风度书房各分馆接待读者 130万人
次，同比增长81%。

2018 年底发布的《广东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蓝皮书 （2013 -2017）》指
出， 广东省公共图书馆的若干核心指
标“走在前列”，提前实现文化部“十三
五”发展目标。 2017 年，广东公共图书
馆达标率为 92.5% （2020 年 目 标 全 国
为 80% ）；2017 年，广东每万人公共图
书馆建筑面积为 136.59 平方米 （2020
年目标全国为 110 平方米 ）；2017 年，
广东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为 1.076
册 （2020 年 目 标 全 国 为 1 册 ）；2017
年， 广东人均公共图书馆年新增图书

藏量为 0.11 册 （2020 年 目 标 全 国 为
0.08 册 ）；2017 年，广东人均公共图书
馆购书经费为 2.81 元 （2020 年目标全
国为 1.8 元 ）。

数据还显示，在2017年，广东共有
136个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
建筑总面积达152.56万㎡；文献馆藏量
达12017万册/件， 人均1.076册/件；全
省财政拨款总额共计约16.89亿元；平
均周开馆时间为64小时；地市级馆与县
级馆的持证读者为876.12万人；年文献
外借量为9047.68万册次。

广东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省、市、县
三级100%制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
标准或服务目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2019年上半年，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安排中央、省级
资金4730万元，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县
级馆达到国家二级以上馆标准的县
（市 、区 ）进行补助，进一步推进各地区
总分馆制建设启动及完善提升。 目前，
84个县（市 、区 ）和83个县（市 、区 ）分别
建立图书馆和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县域
公共文化资源向镇、 村有效延伸共享。
全省123个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
组建理事会，公共文化机构总体活力提
升、动力增强。 广东建成行政村（社区 ）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5807个， 为基层群
众就近就便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
有利条件。

此外， 全省共建成3个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6个国家示范项

目，建成12个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和26个省级示范项目，为全国探索
出一系列可借鉴、可复制的公共文化服
务创新模式经验。

河源市连平县作为第一批广东省县
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试点地区，于
2017年通过验收并被评为示范地区。 该
县以县文化馆为总馆， 全县13个镇级文
化站为分馆，每个镇筛选3个村文化室为
基层服务点，在全县159个行政村共筛选
40个村文化室为基层服务点， 建立了文
化馆总分馆制三级机构体系， 镇文化站
参与率达到了100%、村文化室参与率达
25%。总分馆还先后联合开展“非遗保护
传承系列活动、 广场舞大赛” 等文化活
动，以及“摄影、书法”等艺术门类的培
训， 成功打造10多个公共文化活动品
牌，开展的公共服务活动覆盖、影响全县
175个行政村(含社区 )，受益群众达32万
人以上，占全县总人口的80％。

广东大力繁荣群众文艺创作，满足基
层群众的文艺需求。由广州市创排的西河
大鼓书《大营救》荣获第十八届群星奖；广
东开展年度群众文艺作品评选；建立15个
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试排试演 （创排 ）基
地。 此外，广东还立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
活的需求，创新举办“同饮一江水”劳动者
歌唱大赛、群众艺术花会、广场舞展演活
动、“粤读越精彩”全民阅读活动、公共文
化服务“三百工程”等一系列省级群众文
化品牌活动，以政府采购形式为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15个地市免费配送600多场展
览、讲座和演出。

已连续举办了三年的广东公共文化
服务“三百工程”尤值得一提。 2017年5
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实施公共文
化服务“三百工程”，即利用中央财政资金
1100万元向社会采购百场讲座、 展览和
群众精品演出，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5个
地市的县、镇、村三级以及企业、厂矿免费
配送。该工程有效丰富了乡村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供给， 深受群众的欢迎。 目前，
2019年的公共文化服务“三百工程”正在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5个地市基层铺开，一
场场群文大餐正送到“田头地间”。

公共文化建设：

“东莞标准”令公共文化服务起点更高，更多人群能享受到公共
文化服务；“中山模式”有效破解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管、
用”困局；“佛山经验”以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激发了佛山市图书馆的活
力； 广州市黄埔区创新打造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模式……近
年来，广东各地文化部门根据各地条件，发挥各自优势，在公共文化
建设方面敢为人先，走出了各具特色之路，积累了“广东经验”。

走出特色之路
积累广东经验

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
系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重要内容。 东莞市于 2014 年被原
文化部批准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试点城市，2017 年完成试点工作并
转为全国示范地区。 该市在公共文
化服务打造的“东莞标准”体现了东
莞特色，令其服务的起点更高，更多
群众能切实享受到服务。

制定出台东莞市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系列文件，令公共文化服务“有
规可依”。 2016 年， 东莞市出台了
《东莞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
准》《东莞市各镇 （街） 公共文化服
务绩效评估方案》 等五个标准性文
件。 此外，东莞市还编制了《东莞市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突
出外来工文化权益保障， 是该市公
共文化服务的一大特色。 该市制定

出台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共 27 项 65 个指标， 较之国家标准
14 项 22 个指标和广东省标准的
13 项 32 个指标，“东莞标准” 更全
面、更细致、更严格，体现了东莞特
色。比如，有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提出
的相关标准， 有效地保障广大外来
务工人员的基本公共文化权益。

东莞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
评价标准还突出了效能导向 。 该
市制定了东莞市镇 （街 ）公共文化
服务绩效评估指标及评估办法。
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共设
置 8 大类 26 项。 评估结果作为全
市镇 （街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内
容和依据之一， 并在全市宣传文
化系统进行通报。该市开发了“公
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系统 ” 信息
平台 ， 使公共文化服务更加个性
化、精准化和智慧化。

中山市是国家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试点城市之一， 经过两年
的试点工作，探索出“三三三”工作
模式。 2017 年 1 月，该市通过原文
化部评审验收， 被评为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示范地区。 2018
年，“三三三” 工作模式被广东省委
改革办列为第一批基层改革创新经
验向全省推广。 2018 年底，该市实
现全市 270 个行政村（社区 ）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如
何建”？ 中山市构建了标准化、特色
化、数字化“三元服务空间”。 其中，
在标准化方面，该市制定出台《中山
市行政村（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以标准
化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
展；出台《中山市行政村（社区 ）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奖补资金管理
办法》，分别对不同建设绩效的建设
项目给予差异化奖补经费。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如

何管”？中山市形成以行政村（社区）
党组织和委员会为主导、 社会组织
和社工专业人才参与运作的“三方
联动格局”。 该市培育和支持各类社
会组织参与服务供给，包括：制定扶
持办法， 为文化类社会组织提供发
展平台和条件； 组建文化志愿者服
务队伍参与管理和服务； 连续四年
举办“博爱 100” 社区公益创投大
赛， 每年向社会组织征集约 400 个
文化活动项目在基层落地举办。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如
何用”？ 中山市实现文化服务与公益
服务、便民服务的“三项服务融合”。
在体制内， 该市将文化部门的文化
资源与各有关部门资源进行整合利
用，通过市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
服务体系贯通至各行政村和社区，
实现市、镇、村服务协同。在体制外，
该市探索设立便民服务点， 引入办
证办事、“图书室 + 咖啡”、 志愿服
务托管辅导等便民项目， 让群众有
更多选择、获得更多便利。

2017年8月，中宣部、原文化部等七
部委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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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
求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当建立
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佛山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
施意见》提出，以公共图书馆等为试点，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2018年6月，佛山市图书馆第一届理
事会及监事会成立。据介绍，其主要做法
包括：成立“决策型”理事会，明确“五大
权力”；召开理事会会议、理事长办公会
议，行使理事会职权；成立临时党支部，
加强党对理事会的领导；组建监事会，对
理事会进行监督建议；组建专业委员会，
提供决策支持；设立秘书处，畅通理事会
运作机制。理事会除了行使“审定图书馆
主要管理制度，馆藏建设等重大政策”等
权利外，举办单位还向理事会让渡“业务
绩效考核权、班子任免建议权、中层干部
竞聘方案审议权、业务经费预算审核权、
建设发展规划权”等五项重要权力。

上述做法的成效立竿见影———增强了
党的领导地位； 推进了佛山市图书馆现代
化治理； 实现了社会广泛参与的图书馆建
设和监督机制； 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公共图书馆法》，提高了办馆效益。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图 / 广东各地文化部门供图

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1300m2

公共图书馆多项指标走在前列

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成效明显

文化惠民水平
逐年显著提高

委托第三方评价
促体系建设

“东莞标准”：令公共文化服务起点更高

“中山模式”：破解“建、管、用”困局

“佛山经验”：
法人治理

结构改革激发活力

“黄埔特色”：
创新打造

总分馆制建设模式

舞剧《风雨红棉》到广东基层惠民演出

广东基层的公共图书馆

广东各地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

广东各地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

“同饮一江水 ”2019 广东劳动者歌唱大赛年度总决
赛现场 覃海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