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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补齐农村牧区公共文化建设短板

韩福荣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

培育文明乡风不能空对空，要把

脉点穴、有的放矢。中央 1 号文

件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作为乡

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内

容，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公共文

化建设，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

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一、内蒙古农村牧区公共

文化建设情况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内蒙古高度重视公共文

化建设，采取有力措施，着力推

进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相关政策不断完善

2016 年 3 月， 内 蒙 古 自 治

区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实施意见》和《内蒙古自治

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2015-2020 年）》，对农村牧区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贫困地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实施标准和特殊群体基

本文化权益保障等方面做出了明

确规定。   

（二）设施设备基本实现了

全覆盖

近年来，内蒙古高度重视

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大

力推进了农村牧区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截至 2017

年，全区苏木乡镇（街道）综合

性文化站有 897 个，嘎查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有 11881 个，基本

实现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

（三）农村牧区公共文化供

给能力显著提高

2017 年，全区各级文化、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体育等单位

送 了 10495 场 歌 舞 戏 曲、18 万

册图书、14.2 万场电影、13822

万元文体设备到农村牧区，尤

其是自治区的 75 支乌兰牧骑，

全年开展下基层惠民演出达到

7000 多场，将“永远做草原上

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的要求

落到了实处，落到了基层，极大

地丰富了广大农牧民文化生活。

（四）基层文化队伍不断壮大

一是开展政府购买文化志

愿服务公益岗位试点工作，为兴

安盟科右中旗 168 个嘎查村综合

摘   要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公共

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农村牧区公共文化供给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但在农村牧区公共文化建

设方面仍存在着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地位不突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和公共文化产品供

给与群众需求不匹配、不适应等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与“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

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要求还有

一定差距。本文从如何补齐农村牧区公共文化建设短板，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提出了笔者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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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每人每

年发放补贴 5000 元，更好地发

挥了文化志愿者的作用。二是

以“旗管、乡聘、村用”的模式

设立了文化专管员，聘用了文化

协理员。如鄂尔多斯市每个苏木

乡镇（街道、社区）综合文化站

（文化活动中心）核定至少 3 名

编制，为嘎查村文化室至少配备

了 1 名管理人员，财政补贴标准

为 1000 元 / 月。 三 是 积 极 落 实

国家中西部“阳光工程”文化志

愿活动，2017 年，内蒙古招募

59 名乐于组织基层群众文化活

动的群众文艺骨干和文化能人成

为“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

二、农村牧区公共文化建

设面临的问题

由于内蒙古农村牧区公共

文化建设基础薄弱，农村牧区公

共文化供给不足问题较突出，影

响了农牧民精神风貌的提升，制

约了文明乡风的培育。

（一）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

务主体地位不突出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一

些基层领导干部对公共文化建设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经济

发展是“硬指标”，公共文化服

务是“软任务”，甚至认为公共

文化服务就是“唱歌跳舞图热

闹”，往往“说起来重视，喊起

来响亮，做起来次要”。二是缺

少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在具体工

作中，公共文化活动常被经济发

展或其他的“硬指标”终止或者

将本应该投入到正常的公共文化

活动中的各项资源被挤占，从而

导致公共文化活动成为经济等活

动的附庸，失去了公共文化在政

府文化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二）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

出

一是城乡之间差距依然较

大。为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

衡发展，内蒙古因地制宜开展流

动文化服务，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

差距依然较大。二是地区间差距

较大。“呼包鄂”的农村牧区与

边境旗县、贫困旗县、少数民族

聚居区之间公共文化供给差距依

然较大。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具备

基本性、公益性、均等性和便利

性的特点，要保障人民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满足基本文化需求。

但是因受到地方可用财力等限

制，有些旗县除了中央公共文化

服务专项资金和自治区的统筹专

项资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投入，

部分苏木乡镇文化站、嘎查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没有达到 300 平

方米和 120 平方米的标准，很多

地区无法解决冬季取暖问题，造

成文化设施闲置浪费。三是少数

民族群众能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

务仍有限。目前民族语言翻译人

才匮乏，文艺作品翻译工作滞

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报刊、

图书、影视节目等总量少。蒙古

文字软件研发利用严重滞后，影

响蒙古文字出版和移动互联网的

使用，特别是不能直接有效使用

蒙古文字收发手机短信、微信

等，成为少数民族群众享受共公

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性障碍。

（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

群众需求不匹配、不对接问题较

突出

一是针对性强的精准供给

不足。随着内蒙古人均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新时代的农牧民对公共文化产品

供给提出了新要求。他们更喜欢

观看宣传身边先进典型等寓教于

乐的节目，需要用最接地气的方

式引领社会风尚 ；春季在牧业旗

县宣传防火知识，在农业旗县普

及先进的种植和养殖技术 ；结合

脱贫攻坚工程，适用的致富技术

和科学知识等更受农牧民欢迎。

目前标准化的基本服务较多，个

性化的特色服务较少，无法满足

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需

求。二是培育和引导不够。随着

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热情的提高，

农牧民群众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

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一些地区

群众自创、自演、自看形成风

气。如翁牛特旗成立了 4 个业余

乌兰牧骑，东乌珠穆沁旗 9 个苏

木镇均成立了业余乌兰牧骑，还

举办了“消夏之夜”文艺汇演。

还有一些地区出现了当地小有名

气的民间艺人，甚至成为当地

“网络红人”，如赤峰老秦、奈曼

刘大妈、扎赉特旗包春生等深受

群众喜爱。而一些重大文化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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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各级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务

机构“送”给老百姓的服务和产

品，基本还是将农牧民群众当作

“观众”，对农牧民参与文化服务

的培育和引导不够。

三、推进内蒙古农村牧区

公共文化供给的建议

（一）明确农村牧区公共文

化服务主体地位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自治

区相关政策措施，将农村牧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中，明确公共文化在政府

工作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

盟市、旗县区政府作为基层综合

性文化中心建设、管理的主体责

任，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

的权利。落实经费保障，合理划

分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落实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所需资金，保障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和运行。加强队伍建

设，配置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的管理人员，落实相应的编制

和岗位，形成嘎查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专人专管、专人专抓的工

作格局。

（二）增加农村牧区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社会

参与之间的关系，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不断提

高农村牧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能力。正确处理标准化服务

和特色化服务之间的关系，在广

泛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的同时为农牧民提供

更多精准服务，实现需求有效对

接。正确处理服务和培育之间的

关系，逐步扩大农牧民文化活动

的参与面，不断提高广大农牧民

的文化生活质量，引导农牧民群

众自觉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和道德风尚。

（三）增加农村牧区文化发

展动力

充分激发乡土文化发展的

内生动力，充分挖掘和继承民族

文化遗产，实现民族民间文化创

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筑牢乡

村文化的振兴之基。例如，通过

开展创先评优工作，继续推动图

书馆、文化馆、文化站、民间剧

团、文化户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单位“十佳”评选，以示范带动

提高基层开展文化活动积极性。

充分调动农牧民创作热情，深

化“种文化”活动，多开展农牧

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

动，发挥农牧民在乡村文化建设

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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