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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旅复〔2020〕22 号 

 

对州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第 163 号提案的答复 
 

吴玉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要重视以文化铸魂”的提案，

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我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

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关于建设美丼中国的具体行动，也是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我州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着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以农村和基层文化建设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打基础、

补短板，为推进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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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政策，强化制度保障。根据中央、省关于文化建设

的有关政策，相继出台了《楚雄州加快推进民族文化强州建设的

实施意见》《楚雄州关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

意见》《楚雄州关于培育文艺表演队伍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020年，重点将加强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纳入楚雄州文化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同

时，研究制定乡村文化振兴规划，为全州振兴乡村文化提供强有

力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 

二、加大投入，完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经费投入，

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等纳入了公共财政

预算，形成了长效投入机制。2017 年以来，公共文化方面投入

乡村建设资金 1200 多万元，目前全州建有 103 个文化站、1119

个农家书屋、2198 个村（社区）文化室，全州 14892 个村民小

组，建有活动场所 8164 个、文体活动广场 5001 个，我州村民

小组活动场所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脱贫攻坚。近年来，全州乡村

旅游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按照“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

愁、留得住乡情”的要求，科学编制乡村旅游规划和制定政策措

施，着力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

优化乡村旅游发展环境。目前，全州已建成省级旅游特色村 12

个，省级民族特色旅游村寨 11 个，农家乐 500 余户。 

四、优化服务，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广泛开展民族节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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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群众性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城乡文化活动的受众率和参与

率。全州年均组织各级各类文化活动 9330 场，受众 340 万人次。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全州“三馆一站”全部免费开放。整合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教育、科普等领域数字资源，建立了全州文化

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基层群众可以通过公共电子阅览室、手机等

多种形式享受数字化服务。 

五、结合实际，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近年来，我州精心

组织、积极申报国家、省、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不断

健全完善。 

六、整合资源，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文化人才

资源、团队资源优势，建立了文化专家库、文化团队库、演员库

和作品库，为文化服务提供丰富的人才储备。积极推进“三区”文

化人才支持计划，每年组织 10 名专项培养学员完成挂职锻炼和

社会调查，州、县两级选派 70 名文化工作者到贫困地区开展工

作，有力推动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七、因地制宜，发展贫困乡村文化产业。积极支持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依托当地民族民间特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

展彝族刺绣、民族手工艺品制作、非遗传承表演和乡村文化旅游，

促使其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强贫困地区自

我发展能力。近年来，我州扶持发展彝绣合作社 57 个，从事刺

绣企业 400 家（户），相对稳定的绣女 7 万多人，年产值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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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有关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部门职能职责，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继续以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创新管理，持续扩大投入，加快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加快

推进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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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完善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

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为重点，以流动

文化设施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的基层设施网络，推进县市文化

馆、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坚持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幵重，健全设

施运行管理和服务标准，规范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水

平，守住基层文化阵地。 

二是整合资源，培育特色，以乡村文化建设带动地方经济发

展。立足于我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推进相关题材影

视节目和文学艺术创作；积极传承民间表演艺术和民俗活动，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带动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丽

办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艺术节等文化活动，把产业发展与文化开

发有机结合起来，打造文化发展新亮点。 

三是丰富载体，扩大影响，不断满足农民多元文化需求。推

动乡村文化团队建设，通过开展书画展、文艺汇演等活动，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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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文化队伍提供展示交流平台，引导广场文化活动健康、规范、

有序开展；坚持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各专业文化团体，根据农

民群众的审美及欣赏需求，把新时代新理念新思想和乡村振兴过

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件、先进事迹以及反映农村生活的健康内

容，创作、编排成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深入乡村巡回演出，

持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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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