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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旅融合背景下“粤书吧”实践案例——

2022“行走粤读”阅读挑战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2. 阅读点亮人生——广东省盲人诗歌散文朗
诵大赛项目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3.“粤新年”广东数字文化推广活动

（广东省文化馆）
4.广州新年诗会 （广州图书馆）
5. 激活的时尚：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公共文化

服务实践 （广州市文化馆）
6. 聚焦岭南文化 共建人文湾区——“从文献

看湾区”系列特色主题展
（深圳图书馆）

7. 以“五新”举措推进青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侧改革

（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8.发力广场舞规范管理，破解基层文化治理“顽疾”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和社区）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
9. 让文化的光芒暖亮更多村居——村（居）文

化中心星级评定
（珠海市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0. 数字技术赋能全民阅读——“易本书”家
藏图书共享服务

（佛山市图书馆）
11.探索“两改两融”模式，破解民族地区公共

文化设施建管用问题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2.百姓舞台大家乐
（梅州市大埔县文化馆）

13.“优享文化年”活动精准对接城市千万人
口文化新需求

（东莞市文化馆）
14.星悦童行·普特儿童融合阅读行动计划

（中山纪念图书馆）
15.“一主三脉”模式下表演性非遗项目与群

众文化活动的融合发展——以“狮艺”“咏春拳”为例
（江门市鹤山市文化馆）

16.发挥名师效应 建设文旅名村
（阳江市江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7.粤曲集市
（湛江市霞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18.好心茂名 益路书香
（茂名市图书馆）

19. 为群文服务“招亲”“选亲”，给文化下乡
“赋能”“增效”

（肇庆市高要区文化馆）
20.以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潮州市潮安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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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很多创新理念与创新实践
都始于广东，并在全国广泛传播、复制、放大。可
以说，广东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潮
流当之无愧的引领者。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创
新上，广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7 年 7 月实施
的《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2019 年 8 月
修订）是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地方立法；2015 年
5 月施行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是我国目前
最为完备的地方性图书馆法规；近年来又相继颁
布实施了《东莞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佛山市
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地方行政法规。

在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广
东不仅有世界最大的城市图书馆之一的广州图书
馆、世界最大的城市文化馆——广州市文化馆，以
及现代化的深圳图书馆等超大型公共文化城市地
标，而且有类型丰富、形式多样、星罗棋布的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网点。遍布全省的粤书吧等新型文
化空间，成为各地新的文化地标和广东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智慧化建设上，
广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于
2021 年推出的“粤读通”工程是推动省内图书馆服
务一体化的创新尝试，让全省 20 多个市县的图书
馆实现互联互通互认；2021 年投入使用的“采编图
灵”系统则引领图书馆行业科技创新的新潮流。

在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广东实践、广东经验、广东
模式举世瞩目。全省各地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图
书馆+”和“文化馆+”项目，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如：佛山市图书馆利用公共文
化服务系统平台创设的“邻里图书馆”项目，帮助
市民在家中建立小型图书馆，开展公共服务。

在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上，目前全国正呈现从“办理文化”向“管理文
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广东则先行一步，已经呈现
出从“管理文化”向“服务文化”发展的端倪。

广东的公共文化建设要继续先行先试，不断
创新，持续引领全国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我认
为，广东要在以下三方面发力：第一，鉴于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上仍然存在珠江三角洲、粤东、粤
北、粤西的地区不平衡、质量不均等现状，各级政
府应进一步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职
能和主导作用，着力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第二，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

全力支持公共文化
设 施 建 设 、资 源 建
设、人员配备，特别
是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建设；第三，进一
步激发社会力量和
广大民众参与公共
文 化 建 设 ，探 索 更
多 的 参 与 方 式 ，为
全国提供新的可复
制可放大的广东经
验和广东模式。

广东公共文化服务强在哪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林妍

6月 13日-15日，由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公共
文化建设现场”——2023 广
东公共文化研讨会在江门举
办，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们
云集，共同问道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广州市从化区、深圳市盐

田区、惠州市博罗县的三个案
例，入选 2022年全国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
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主题馆于 6
月 18 日正式开馆，馆舍面积

扩容 1.2 万平方米；公共文化
基础设施历史性实现省市县
镇村五级全覆盖……近年来，
广东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不断引领着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潮流。

广州市文化馆新馆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摄

文
脉
现
状

形成逾百个服务优秀案例

建设文化强省，离不开公共文
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广东把实
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列
为文化强省建设十项工程之一。

在2023广东公共文化研讨会
上，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
展中心副主任罗云川指出，近年
来，广东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改革创
新，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探索、群众文
艺精品创作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
为全国探索出系列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创新经验。

广东公共文化研讨会这个平
台，正是广东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实
践总结和理论研究的体现。广东
公共文化研讨会于2015年首创，着
力打造公共文化对话交流平台、理
论研究高地。八年来，该研讨会先
后在东莞、深圳、佛山、中山、广州、
潮州等地举办，聚焦全国公共文化
发展热点和难点问题，紧扣时代脉
搏，云集全国省内外专家学者，共
同问道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该研讨会已成为广东公共文
化发展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和
文化名片。

除了举办研讨会，广东还完成
了80多项国家和省级公共文化课
题研究，形成了100多个公共文化
服务优秀案例。在本次研讨会上，
广州市从化区图书馆馆长邱跃还
现场分享了“构建文教联动阅读体
系，提升城乡青少年精神素养——
广州市从化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
展案例”。该案例入选了2022年全
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

力抓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本次研讨会，与会嘉宾还实地
调研了梁启超故居纪念馆、江门市
图书馆、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
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广东的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给与会嘉宾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广东力抓公共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五年投入中央和省级
补短板资金52亿元，共建成各级公
共文化设施近3万个，实现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五级历史性全覆盖；大
力实施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质量提
升工程，建成二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134个、文化馆136个、文化站1567
个；建成标准服务的村级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1.5万个。

位于广州市海珠湖畔的广州
市文化馆新馆，是目前全国体量最
大的文化馆之一，已成为广州文化
新地标。除此之外，广东还聚力打
造了一批体现广东特色、国际水平
的地标性文化设施。目前，全省70
多个重点文化设施项目顺利推进，
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中山纪念图
书馆等已落成开放，白鹅潭大湾区
艺术中心等已完成主体建设，深圳
歌剧院、湛江文化中心等重大文化
设施正在积极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还注重细
抓文化“微地标”建设，推动公共文

化设施嵌入景区、商圈、乡村和社
区，打造粤书吧、粤文坊等文化“微
地标”，建成深圳市盐田区智慧书
房、佛山读书驿站、韶关风度书房、
中山香山书房等新型城乡公共文
化空间2500多家，更好地满足了人
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期待。

注重多元服务精准供给

“在积极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的今天，运用数字技术整
合文化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
化、精准化公共文化服务，已成为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罗云川强调。

近年来，广东以数字化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建成

“粤省事”文旅专区、文化在线等省
级平台，建成广东特色数字文化资
源库。

在智慧图书馆、数字文化馆建
设方面，广东也是卓有成效。2021

年度，广东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
目排名全国第一，公共文化云建设
项目排名第三，双双获评“优秀”等
级。全省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本地
资源存储量达2.03万TB。

此外，广东还以社会化发展
提升公共文化产品质量。全省有
57个图书馆文化馆、3500多个服
务点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
营；连续四年在东莞举办粤港澳
大湾区文采会，有效搭建公共文
化产品的供需对接平台；完成334
个村级文化与旅游服务中心融合
试点建设，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
文化振兴；以品牌化打造群众文
艺精品，大力繁荣群众文艺创作
展演，创新举办“百歌颂中华”歌
咏活动、群众文艺作品评选、群众
艺术花会、“群星耀南粤”惠民巡
演、广场舞展演展播、“粤美乡村
——文化新舞台”等品牌活动；3
个群文项目荣获第十九届群星
奖，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撬动社会资源参与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服务供需对接不充分等现状，
仍然是当前图书馆发展面临的
普遍问题。佛山家庭阅读氛围
浓厚，民间藏书资源丰富，由
此带来的家藏图书的更新、淘
汰、共享需求成为市民的切实
需要。“不少读者考虑，可否将
自家的图书盘活，像图书馆的
书一样扫码外借？”佛山市图
书馆业务管理部主任陈艳介
绍，《2021 年佛山市阅读情况
调查报告》显示，80.72%的市
民拥有向公众共享家庭书籍
的意愿。

经过充分论证，佛山市图
书馆于 2020 年初启动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家藏图书流通平台
的研发。2021 年 4月，平台上
线，取名为“易本书”，成为国
内首个实现家藏图书、公共图
书馆馆藏同平台流通的公益
性、综合性资源共享项目。

依托微信小程序技术创新
建立的“易本书”平台，深度挖
掘个人藏书资源，进一步壮大
佛山全市借阅图书资源库。在
平台上，用户可以上传家中闲
置的图书供人借阅，也可以借
阅别人上传的藏书。上传的图
书可以选择借阅、漂流、赠送
等多种流通模式，也可以仅作

展示和智能化管理。图书
借还包含快递和面对面两

种方式。
在实施过程中，“易本书”

项目注重挖掘吸纳藏家资源；
严格把关家藏图书共享准入门
槛；推动个人藏书与公共图书
资源的融合利用；注重平台的
品牌建设，打造全民阅读创新
品牌。此外，该项目还运用

“E”技术，提升共享家藏图书
流通性；推出一系列“易”书主
题阅读活动，营造全民阅读浓
厚氛围。

拓宽文化自治路径

“易本书”项目受到众多读
者的欢迎。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5 月，“易本书”平台使用量
达 23.2 万人次，拥有用户近 7
万人，市民上传家藏书6万册，
产生借阅订单近2万单。

专家认为，“易本书”项目
拓展了公共图书馆职能，增加
了社会图书资源流通总量；促
进知识互联互通，构建全民阅
读服务新生态；盘活家藏图书，
共建全民阅读之城；构建新型
社会信用体系，产生广泛示范
带动作用；还拓宽了文化自治
路径，为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提
供示范。

目前，“易本书”项目已获
得 2023 年国际图联国际营销
奖第三名、2022 年广东省公共
文化服务优秀案例、2021 年广
东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示范项
目等荣誉。

陈艳透露，“易本书”项目
目前正在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开
放服务，让更多家藏图书得到
盘活。

打造“一主三脉”模式

鹤山历史淳厚、名人辈出，有人
称“赞先生”的咏春一代宗师梁赞、人
称“冯长老”的鹤山狮派创立人冯庚
长。“咏春拳”“狮艺”于 2007 年成功
申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如何将这些非遗项目与公共
文化紧密联系起来？鹤山当地提出
在“一主三脉”模式下表演性非遗项
目与群众文化活动融合的新路径。

江门市鹤山市文化馆副研究馆
员梁彩虹介绍，“一主三脉”传承模式
主要体现在“政、校、民、侨”协同联
动，政府搭建平台为主体，以校园推
广、民间传承、侨人传播等群众性文
化活动为脉络，从而实现资源共享，

推进非遗的传承和群众文化活动融
合发展。

为此，鹤山当地建立了三个“机
制”，即：建立非遗“进校园”准入机
制，建立非遗传承人培养、传承机制，
建立非遗侨人传播机制。

非遗传承队伍不断扩大

该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其中
最突出的就是让非遗传承的队伍不
断壮大，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梁彩虹介绍，“咏春拳”于 2008
年全面“进校园”，“狮艺”于 2015 年
部分“进校园”；截至 2021 年 12 月，

“五个统一”（即：统一制定全市中、小
学体育课程“表演性”非遗项目教学
大纲等）覆盖鹤山市中、小学共计 60
余所，学生达13万人；在全市第三届

“咏春文化节”中，万余名学生集体参
加“咏春拳”段位考评。全市“狮艺”

“咏春拳”各有六代传承人；全市已建
“狮艺传习所”35 所、“咏春拳传习
所”85所，有223支登记在册的狮队，
从事“狮艺”活动人员达6680人。

此外，该模式还促进了品牌的形
成和发展，影响日益深远。在“狮艺”
方面，从2006年至今，当地举办或参
加十余场主要赛事，举办了广东省狮
王大赛、“鹤山市第二届民俗文化庙
会——百狮闹元宵”大型活动、鹤山
新春“龙狮汇”等活动。

在“咏春拳”方面，当地重点打造
“梁赞咏春文化节”，连续举办了三届
鹤山“梁赞咏春文化节”、两届“咏春
擂”国际赛事品牌。在政府的推动
下，当地还签约文旅项目10个，总投
资达8.75亿元。

鹤山古劳咏春传承人冯家辉（右）教
授洋弟子 通讯员 朱强 谭耀广 供图

佛山“易本书”：
让家藏图书共享全城读者 贰 江门鹤山：

将非遗项目与群文活动相融合
在佛山，读者打开佛山市图书馆的公众号，选择“易本

书”的自助服务，便可方便快捷地把自己的藏书共享给其
他读者，也能借阅到其他读者家中的藏书。“易本书”项目，
成为近年来广东公共文化服务一个突出的优秀案例。

今年 5 月 13 日，由江门市委宣传部、鹤山市委宣传部与中国歌剧
舞剧院共同出品的音乐剧《侠影·咏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精彩上演，让更多观众了解到鹤山独特的咏春文化。在鹤山，当地政府
将“狮艺”“咏春拳”等表演性非遗项目与群众文化活动融合发展，更是
探索出一条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新路径。

文
脉
链
接

2022年度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
优秀案例名单

创新发展
广东公共文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文化遗产
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程焕文）

程焕文 受访者供图

？
共建成各级公共文化设施近3万个；全省70多个重点文化

设施项目顺利推进；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排名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