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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旅复〔2020〕15 号 

 

对州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156号提案的答复 
 

民革楚雄州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继续坚持高标准、规范化推进基层文化阵

地建设”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加强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弘扬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也是满足当前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农村文

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基层阵地，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文化活动有声有色，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是我们一直在积

极推进的一项工作。长期以来，我们将加强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工

作作为重点工作抓紧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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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资源，基层文化阵地建设成效显著。近几年，充

分整合协调“美丼乡村”建设、财政一事一议奖补、扶贫开发、党

员培训、农业科技培训等资金资源，“捆绑式”地集中投入。借助

“百县万村”示范点工程和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加快推进农村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州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基本实现了州、

县、乡、村四级全覆盖，实现文化站达标率 80.5%，行政村文化

室、农家书屋和文体活动广场覆盖率达 100%。2020 年，继续投

入资金 90 万元，对 9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进行提升改造，建设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项目 45 个，每个补助经费 4.5 万元，共计资金

202.5 万元，同时配合县市开展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 

（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成效显著。按照省文化厅的部

署，2015 年开展了禄丰县广通镇甸尾和清风村委会省级基层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试点工作，2017 年 3 月通过了省级验收，通过打造

典型，形成了示范性的典型经验。在此基础上，2017 年全州 10

县市各确定一个州级示范点，按照省级示范点标准，进行提升打

造，州文旅局对每个点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目前，全州 10 个

试点已经提升打造完成。2020 年，配合州委宣传部做好村级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254 个点（双柏县 76 个、永仁县

57 个、武定县 121 个）工作，每个点投入近 30 万左右。 

（三）总结建立了基层文化阵地规范化建设的新标准。我州

在开展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中，总结出了乡镇、村（社区）规范化

建设“十有”、“九有”标准。在文化室的建设中，整合资源，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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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建设集村民教育培训、集会议事、娱乐健身、读书看报、

避险避难、农副产品交易、操办红白喜事“七个场所”为一体的基

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四）探索出了农村公共文化工作的新方法。各县市在组织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结合实际，勇于实践，积极探索出了

基层公共文化工作的新方法。如元谋县实施了农村文化活动的

“七小文化工程”（小书刊、小网络、小专家、小舞台、小球场、

小赛事、小课堂工程）；姚安县建立了农村业余文艺队伍扶持

“3+1”模式（一名县级领导、一个县级部门、一个村委会，联系

扶持一支农村业余文艺队）；武定县对乡镇文化站实行“八个一”

管理模式（一季度一调研一督查一评比、一年度一考核一表彰一

示范），加强对基层文化阵地的管理，有效解决了“空馆、空站”

问题。 

（五）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取得初步成效。州政府制定出

台了《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意见》、《政府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办法》和《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

性目录》等文件。采取合同化管理方式，采购“送戏下乡”演出任

务，每年投入 80 万元购买 200 场次的专业文艺演出，投入 100

万元购买 2000 场次的业余文艺队演出，积极探索文化惠民在文

艺演出领域的购买模式。针对基层文化服务人员不足，以政府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聘用 44 名文化站人员，聘用 1100 名行政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专（兼）职文化辅导员。在丽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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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特色节庆文化活动方面，探索总结出了“政府引导、企业资助、

群众参与”的民族节庆文化活动新模式。 

针对你们所提出的实施意见，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结合我

州实际，加快推进《楚雄州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续创

建规划（2019—2023 年）》，持续高标准、规范化的推进基层文化

阵地建设。 

一是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建立保障机制。继续完善投入保

障机制。将文化事业发展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建立起以财政投入

为主，共同筹资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新格局。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把基层文化建设目标管理责任纳入对主管部门和乡村的年度工

作考核内容，幵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晋级评优的重要依据，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是进一步坚持建管幵重，强化阵地利用。通过规范运行机

制、检查考核、组织“回头看”等途径，切实加强对现有和新建农

村文化阵地等基础设施的管理和使用。进一步扎实推进文化馆、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依托公共文化数字化平台，进一步拓宽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三是进一步注重人才培养，抓好队伍建设。选拔一批有较高

学历和文化管理能力的年轻干部，加强对乡镇文化站专职干部的

培训和指导，确保农村文化工作有人管、有人抓，立住脚。充分

发挥乡村本土人才的积极作用，注重发现和培养“乡土艺术家”，

使他们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带头人。抓好农村业余文化队伍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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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团建设，为农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四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坚持“面

向基层、服务大众”的方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

动，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经

常化，弘扬先进文化，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推

广“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开放式农村文化发展模式，为农民群

众提供优质高效、普遍均等、群众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 

 

 

 

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0 年 10 月 10 日 

  

 

 

 

 

联系人及电话：余涛  13987071612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