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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兴安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徐长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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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

蒙古兴安盟认真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及自治区下发的有关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方面的文件精神，把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保障

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民生大事来

抓，先后印发《中共兴安盟委办

公厅、行署办公厅关于成立兴安

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

组的通知》《兴安盟全面推进文化

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兴文体新广办发〔

2017 〕 144 号）等通知 ；《兴安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也有专门章节围绕“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进行阐述。内蒙

古兴安盟力争搭建更多更好的文化

平台，让广大城乡群众共享文化发

展成果，切实提升群众文化工作水

平，提高城市文化实力，让文化发

展的硕果传递更多正能量。

 

一、兴安盟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现状

1. 图书馆建设情况。盟旗两

级共有图书馆 7 个，建筑面积 4.6

摘  要 ：本文对兴安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兴安盟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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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其中盟级 1.9 万平方米，

图书馆是藏书量 72 万册 ；旗县市

是 118 人，总藏量 65 万册（件），

总流通人次 76 万人次。扎赉特旗

图书馆被评为国家三级馆。

2. 博物馆建设情况。兴安盟

有博物馆 8 个，从业人员 53 人。

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有兴安博物

院和科右中旗、科右前旗、科右前

旗满族乡博物馆。兴安博物馆是兴

安盟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现代化博

物馆，它的建成标志着兴安盟博

物馆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里程。

馆区占地 15000 余平方米，展厅面

积 3600 平方米，馆藏资源体系完

整，藏品共计 5502 件。兴安盟博

物馆、科尔沁右翼中旗博物馆、科

尔沁右翼前旗博物馆均是国家三级

博物馆。 

3. 群艺馆（文化馆）建设情

况。全盟 7 个文化馆，总建筑面积

19.06 千平方米 ；文物管理站（所）

7 个。扎赉特旗文化馆被评为国家

三级馆。

4. 文化站 ( 室 ) 建设情况。兴

安盟共建有苏木乡镇综合文化站

56 个，建筑面积 18.40 千平方米，

藏书量 84377 册。所有行政嘎查村

均设有文化室，多数与党员活动室

合用。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发展，全

国第一座以乌兰牧骑命名的综合性

文艺场馆建成使用。

5. 专业艺术团体情况。全盟

共有专业艺术团体 6 个，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 6 个，乡

镇苏木综合文化站 76 个，村嘎查

草原书屋 808 家。全盟有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6 处，自治区级

16 处，旗县级 96 处。全年专业艺

术团体送文化送戏下乡约 600 场

（次）。

6. 广播电视情况。全盟有旗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台 5 座，广播综

合人口覆盖率 99.70%，有电视台 6

座，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9.79%，

数字电视用户 13.19 万户。转播发

射台 25 座，调频发射机 20 部，电

视 发 射 机 125 部， 微 波 实 有 站 7

座，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

总长 247 公里。

二、兴安盟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和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

兴安盟是老、少、边、穷地

区，经济发展缓慢，资金严重短

缺，公共文化建设和发展还处于落

后状态。文化事业发展中还存在很

多与兴安盟新一轮社会发展、群众

需求不相适应的困难与问题。

（一）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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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与管理方面虽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

成绩， 盟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的办馆条件明显改善，但由于

历史及体制等原因，旗县市区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乌兰牧骑等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设施

数量不足、人均占有量偏低 , 规模

偏小、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尚未得到

根本性的改变。

（二）各级政府对文化设施投

入不足，缺乏后劲

从全盟看，近年来各级政府

文化事业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普遍偏低，各旗县市、各乡镇苏木

投入存在较大差距，并且文化投入

偏重于城市，偏重于节庆和大项

目。乡镇苏木文化站经常性工作活

动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短缺制

约了乡镇苏木文体活动的经常性开

展，造成文体活动贫乏，缺乏对群

众参与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与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形成强烈

反差。还有部分乡镇苏木的公共文

化经费未列入财政预算。

（三）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半

径总体上还偏大

兴安盟面积近 6 万平方公里，

幅员辽阔，特别是牧区人口居住相

对分散。因此，现有的公共文化设

施服务半径总体上偏大，处在偏远

地方的群众享受共公文化服务还是

显得不够便利。

（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

理问题

一是经费投入亟需增加。尽

管这些年来文化事业经费总量逐年

有所增长，但与新增财力增长速度

及与其他社会事业投入增长相比

较，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经

费增幅明显偏低。二是管理激励有

待强化。近年来，虽然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公共文化

设施，特别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重

建设、轻管理”的现象较为严重，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缺乏专业人员 ,

功能设置不合理 , 相关配套措施滞

后 , 导致公共文化设施作用发挥不

充分。三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化

有待建立。政策措施有待健全，公

共文化管理体制上仍然存在条块分

割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

文化事业的发展。四是草原书屋等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大出现

了后续管理和人员严重滞后的现

象，人员力量有待充实。

（五）乡镇、办事处文化站体

制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人财物归乡镇、办事处所有 ,

文化站人员出现“不务正业”现

象，经常被抽调做其他工作，在站

舍和经费使用上也存在一些不符合

文化建设需要的现象。

　　　

三、进一步加强兴安盟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

建议

( 一 ) 科学规划，加快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 

文化是灵魂，是我们建设“富

民强盟 , 幸福家园”的精神食粮，

文化建设是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目标的主要途径和载体，是提供

精神动力的重要途径，是改善民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则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场

所，是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完善城

市功能的重要窗口。按照“发展经

济、文化先行”的思路，将构建公

共文化阵地、完善服务体系作为全

局性工作，把城市功能和城市文化

形象有机统一起来，积极探索文化

与旅游相结合的路子，建设一批设

备先进、规格较高、功能齐全的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创造良好文

化环境。

（二）加快建设乡镇苏木、 嘎

查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

文化服务的健全网络

一是切实抓好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乡镇苏木、嘎查村

文化站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抓

好农村牧区综合文化站的建设和

各场室设备器材的购置。加强对公

共文化设施的管理，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的文体活动，提高文化设施的

利用率，严禁挤占、挪用基层文化

设施。同时，对当地文化、教育、

体育、青少年、科普、 老年活动场

所等现有文化设施实行资源共建共

享。二是加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

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保

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第一，

要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加快广

播电视骨干传输网和有线电视综合

网络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增加

光节点，提高双向传输的质量，

提高数字化节目播出的覆盖率。

加强有线电视网资源整合，扩大

农村牧区广播电视覆盖面，进一步

提高广播电视 “村村通” 的质量。

第二，要认真组织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实施乡镇苏木综合文化站

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草原书屋建

设和以文化“三下乡”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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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惠民”工程等公共文化服

务工程。三是建立旗县市、乡镇苏

木、嘎查村三级文化服务网络，丰

富和满足农牧民群众在精神方面的

渴望和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

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

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

基本文化权益。

（三）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

金投入保障体系，为公共文化服务

提供资金支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关键

在于政府行为的到位。各级政府应

将文化专项经费纳入到财政预算

当中，严格执行，为各级文化事

业单位开展文化服务活动提供必要

的保障。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

整财政收支结构，加大对公益性文

化事业的扶持力度，每年财政文化

事业支出增幅要高于财政一般预算

支出增幅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

求，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支出预算，扩

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文化

领域新增加的财政投入应主要用于

农村。一是进一步健全政府财政体

制，建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刚性

投入机制，逐年增加对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和管理的资金投入。二是根

据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实际需

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机构正常运

转经费保障机制，保证公益性文化

机构，特别是基层文化机构正常运

转和开展活动所需的必要经费。三

是财政用于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

金要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四）加强公共文化队伍建

设， 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务与质量

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按照素质优良、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的要求，努力建设一

支适应新形势下文化发展要求的公

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一是对全盟

各级文化系统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彻

底的摸底调查，合理安排编制、

调剂人员，做到有职有岗、有位有

为。二是要吸引优秀人才。制定优

惠的政策和奖励机制，吸引社会文

化人才投身基层公共文化事业。要

加大对苏木乡镇文化干部的培训力

度，采取多种形式对文化工作人员

进行业务培训，掌握适应新形势要

求的新技能，促进他们知识的更新

换代，盘活人才资源，切实提高他

们专业水平，构建一支高素质公共

文化队伍，保证有效开展活动。三

是要立足农村，注重发挥农村文化

骨干、文化能人、文化名人的积极

作用，加强农村业余演出队、业余

电影放映队、文化中心户、农家书

屋、农村义务文化管理员等业余队

伍的培训，形成一支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的专兼职公共文化队伍。四

是要着力建设一支活跃于城乡的文

化服务志愿者队伍 , 鼓励大学生志

愿者到文化广电综合服务机构、文

化室挂职锻炼。鼓励和支持民间协

会、民间文艺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培育和发展农村业余文化队伍和文

化示范户等，形成一支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的专兼职公共文化服务队伍。

　　（五）加强制度创新，规范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

化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硬件设

施的过程中，根据兴安盟实际，

不断完善和落实各项政策、制度，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科学发

展。一是落实好中央、自治区近年

来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

盟、旗县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现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制定

适合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具体政策措施，加以推进。二是

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建立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财政投入机制、运行保障

机制、人员培训机制、绩效评估机

制和服务管理制度，使全盟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规范化、制度

化。三是提高文化专项建设在全盟

主要领导科学发展观考核评价体系

中所占分值。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中硬件建设、配套资金落实、

工作人员配备、运行和管理制度建

设、活动开展等项目列入考核项

目。重点对硬件设施的维护和更

新、运行和活动经费的保障、专兼

职人员配备、服务功能发挥及活动

开展等情况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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