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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西朔州：文化为民，文化惠民

朔州市位于山西省西北部，辖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应县、右玉县、怀仁县两区、

四县和一个省级开发区，69 个乡镇、4个街道办，1688 个行政村，面积 1.06 万平方千米，

人口 175 万。

2013 年 11 月，朔州市获得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资格。2016 年 1

月，朔州市的制度设计课题成果《朔州市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提升研究》通过第二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制度设计验收评审。2016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图书馆

年会期间，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颁牌仪式举行，文化部、财政部正式向示范

区创建城市颁牌，朔州市成功创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1．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举措。“十一五”以来，朔州市积极推动“文化强市”战略实施，

逐年提高文化支出比重，大力发展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

益性文化活动纳入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市本级投资近 10 亿元，新建文化艺术中心、图书

馆、博物馆、新闻大楼、体育馆，改扩建了群艺馆、影剧院。在示范区创建之初，朔州市六

县区文化馆、图书馆有 80%达到国家部颁标准；85%的乡镇（街道）建有单独设置的综合文

化站；60%的行政村建有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室（中心），全部行政村（社区）

已建立农家书屋。总体来看，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在创建之初就已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获得示范区创建资格后，朔州市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建设，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着力建设符合本地实际情况、比

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到 2016 年，朔州市顺利完成创建任务，市级“三馆两中心”（即群艺馆、图书馆、博物

馆、文化艺术中心、文化活动中心）设置率达 100%，且设施齐全，功能完备，达到了部颁

二级馆标准。六县区“两馆”（即图书馆、文化馆）设置率达 100%，其中有 11 个馆达到部

颁二级以上馆标准，有 1 个馆达到部颁三级馆标准。乡镇一级，全市 73 个乡镇（街道办）

均设置了综合文化站，设置率达 100%，95.8%以上的文化站单独设置，平均面积达 363 平方

米。村一级，全市行政村全部建起了村级文化活动室，设置率达 100%，平均面积为 135 平

方米，建设面积达标率达 82.3%
①
。此外，朔州市还在创建期间大力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制，

以市图书馆为总馆、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分馆，逐步向乡镇综合文化站以及农村农家书屋延

伸，积极构建起覆盖全市的图书馆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网络。

在创建之初，朔州市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对属于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薄弱环

节，全市乡镇（街道）、社区还未建有标准设置的公共电子阅览室，行政村（社区）没有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点。为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朔州市

特别对县级以下的乡镇村加大了建设力度，全面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村级文化活动场

所全覆盖”“农家书屋全覆盖”“农村电影放映工程”“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工程。自 2010

年开始实施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六县区边远山区群众免费发放直播卫星接收设施

①
郭文新，安玉，张建国.朔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取得可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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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多套。2015 年开始，又实施了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为朔州市除朔城区、怀仁县之外

的其他四县区群众发放直播卫星接收设施 4300 多套。每年为全市 1688 个行政村免费放映电

影 20256 场。从 2014 年开始，每年为每所农村寄宿制中小学放映电影 9 场，全市 131 所农

村寄宿制学校共放映电影 1179 场
①
。保障了基层老百姓看电视、听广播、看电影的需求。另

外，全市每个乡镇（街道）都设置了综合文化站，每个站都配备了价值 10 万元的器材。乡

镇综合文化站设有多功能厅、图书室、培训室和共享工程活动室等功能服务室，配备相应的

设施，能够正常开展活动，且全部免费开放。村级文化活动室建设方面，在原有设施的基础

上，2015 年统筹相关资金 116 万元，为 773 个行政村配备了新设施。并为全市的 1688 个农

家书屋每个配备了价值 2万元的图书。使 80%的乡镇、街道设有标准配置公共电子阅览室，

80%的行政村建立的农家书屋藏书量达到 2000 册以上。如此，让广大群众也有场所看书读报、

参加文化活动，有效保障基层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为广大民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朔州全面实现市县乡村

四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

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面向广大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实施无

障碍、零门槛进入制度。并不断进行完善，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阅读区，配备设备和盲文读

物。市级图书馆应用新技术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拓展读者群。市群艺馆在做好免费开放服务项

目的同时，不断提高艺术辅导能力，开设多种针对老年、少年儿童、青年等不同群体的培训

班。文化馆也经常组织开展针对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的各类文体活动，如开展面向农民工的

文化培训等
②
。朔州市还开展“乡镇综合文化站效能提升”的课题研究，从人员配备、管理

协调、资金保障、活动内容、绩效考核等方面积极探索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路径，

取得了较好效果。

2．重点建设公共数字文化工程

借助现代科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发展公共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这是我国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示范区创建中，朔州市十分重视基层公共文化

设施的数字和网络建设。在推进市至乡镇（街道）公共文化场所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的同时，

朔州市还采取了多种方式以提升数字文化和网络服务能力。2014 年 4 月，朔州市图书馆开

通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服务，标志着朔州市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全市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取得又一重要成果。

2016 年，朔州市文化局启动了朔州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进一步构建覆盖全市城乡的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该工程是朔州市创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重点工

程，是 2016 年文化部、财政部全国 40 个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试点之一，也是朔州市

“十三五”公共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朔州市公共数字文

化工程整合朔州地方特色优秀文化艺术资源为入口，通过“互联网+”搭建全市公共文化服

务新平台，结合智慧城市元素打造了区域一体化的 O2O（线上线下）知识文化社群体验式服

务数字化平台。

朔州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一期主要包括四大项目：一是“两中心两站一平台”系统项目，

“两中心”即市文化局数字文化管理中心、市图书馆机房中心；“两站”即市博物馆、市群

艺馆数字服务站；“一平台”即市县乡村四级分布式互联网站集群——朔州数字文化网一站

①
姚存民,张建国,袁兆辉.健全服务体系，改善文化民生[N]．山西日报，2018—3—26（4）．

②
马淑坤,曹晓敏.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朔州有特色亮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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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务平台。“两中心两站一平台”项目已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上午顺利通过初步验收。二

是“六馆八库”资源建设项目，即数字图书馆、群艺馆、体育馆、博物馆、美术馆和红色文

化馆等六个数字场馆，和右玉精神专题数据库、朔州方志年鉴数据库、朔州文物古迹数据库、

朔州名人专题数据库、杨家将专题数据库、中华门神文化数据库、朔州非遗专题数据库、朔

州文艺专题数据库八个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以及 50 集《魅力朔州》专题纪录片。

“六馆八库”项目资源内容丰富，涵盖了多种文化内容，架构合理，地方文化特色突出，能

够较好地满足群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三是“市县体系”网络建设项目。由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朔州分公司建设 1083 条专线或宽带，包括 4 条 100M 互联网专线、6条 10M 互联网专线、

73 条 4M 互联网专线以及 1000 条 2M 互联网宽带，分别覆盖市、6 县区、73 个乡镇（街道）、

1000 个村（社区），旨在清除城乡数字鸿沟，实现全区域互联互通。四是基层数字文化服务

推广项目。至 2017 年，朔州市已为全市 73 个乡镇（街道）配备了公共文化一体机，建设了

数字文化驿站，同时开发了“文化朔州云”手机 APP，开通了“文化朔州云”微信公众号，

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随时随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目前，朔州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一期四大工程已经完成，并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通过

专家验收。专家们一致认为，朔州市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程项目总体规划站位较高，设计理

念先进，服务前瞻性强，建设了一项文化惠民数字化新业态服务
①
。按照规划，2018 年至 2019

年将开展二期工程，主要任务包括
②
：完善一期工程软硬件技术需求服务；乡村网站集群建

设；继续建设朔州地方特色资源库；重点建设文创商城平台，开发文化消费，建设文惠卡。

3．打造特色鲜明的公共文化活动品牌体系

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朔州市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深入开展各种主体的系列

文化活动，注重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立足于弘扬地方特色文化，着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

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培育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繁荣基层文化。

自示范区创建以来，朔州市已经连续几年把“送戏下乡”活动作为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的

重头戏，不断加大投入，演出场次逐年增加。市本级连续多年开展“送戏下乡”活动，举办

“群众合唱比赛”“小戏小品小剧种”展演、“山花奖”展演、“市民才艺展演”等大型文化

活动。各乡镇及社区则借助文化大舞台，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主题突出的广场文化活

动。2015 年，市政府进一步扩大“送戏下乡”活动范围，实现 300 人以上行政村每村送戏

一场的目标，市本级“送戏下乡”达到了 1101 场
③
。

在政府的引领和鼓励下，示范区创建中，一大批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群众活动涌现出来，

并呈品牌化发展。“一县一品牌、一镇一特色”的公共文化活动品牌体系正在形成。朔城区

的“马邑文化节”、平鲁区的“门神文化节”、山阴县的“边塞文化周”、应县的“百姓大舞

台、群众好声音”、怀仁县的“万人广场舞”、右玉县的“西口风情生态旅游文化节”等群众

性文化品牌活动已成为代表性文化品牌。这些品牌活动不但提升了朔州市对外形象，扩大了

地方文化的知名度，还推动了朔州市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其中，平鲁区根据尉迟敬德开发

出的“门神文化节”活动，还将非物质遗产项目踢鼓秧歌送到其他城市，在 2018 年春节的

北京龙潭庙会、地坛庙会上表演，反响热烈。除充分发掘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外，朔州市

①
田晶，杨俊梅.朔州市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验收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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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朔州数字文化网.朔州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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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十分重视举办各种节庆日活动，朔城区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街头文艺表演、四月八庙会、

“七一”“八一”、国庆、“九九”重阳节、广场艺术节等极大地丰富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

实现群众文化活动的普及化、常态化。2016 年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我为

党旗添风采’送文化下基层文艺演出”被群众赞为是一台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盛

宴。

朔州市还通过扶持民间文艺队伍、吸纳社会资助等形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专业化和社会

化，积极搭建文化活动平台，进一步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发展。山阴县以人才队伍建

设推动县级文化发展，全县组建了包括“书画协会”“舞蹈协会”“中老年艺术协会”等 30

多支文化团队，还建起了 80 多支民间文艺队，活跃在农村基层，取得了较好效果。怀仁县

累计投入上亿元，新建高标准、多功能的大型文化活动中心、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并先后

举办了象棋邀请赛、乒乓球积分赛、羽毛球团体赛，承办全市第二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全省

第十四届击剑比赛，因此荣获“全国群体工作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荣誉称

号。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应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财政穷县，为此，在创办文化服务平台的过

程中，县委、县政府发动全县人民积极参与，举办各种捐赠活动，让群众既是享有者，也是

参与者，带来非常高的积极性，成效显著。如北湛村文化大院、大营村文化大院，已因应县

快板书和耍孩儿而闻名；“百村万人广场舞”大赛、“百姓大舞台、群众好声音”成为群众演、

演群众、群众看的大舞台，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改变了农村精神风貌
①
。右玉县

则从 2010 年开始举办生态健身旅游节、西口文化论坛，影响力不断增加。

4．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在示范区创建中，朔州市从多个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积累了

一些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2016 年 4 月，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朔州市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意见》
②
，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

展格局，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除此之外，朔州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引

导和扶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的有关意见》《朔州市文化志愿者管理办法(暂行)》《朔州市

购买公共文化演出服务方案》等相关政策，从以下方面鼓励和引导各方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

一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机构、企业和个人

等各方社会力量捐助或开办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剧院、影院等非营利性文化设施，参

与城市社区和农村文化设施管理。政府通过民办公助等方式在土地使用、规划建设、税费减

免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目前，朔州市的多厅数字影院全部由民间投资兴建，怀仁县由个人

投资建设的民俗博物馆也已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是鼓励社会力量自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学校、企事业单位将建成的图书馆（室）、

文体活动室、体育活动场地等文化设施向社会开放，鼓励社会力量通过主办、承办、协办、

冠名、合作、捐赠等方式参与到各类公共文化服务中来。同时，采取项目补贴、资助团队、

组织评奖活动、落实公益性捐赠抵税制度等方式，提升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参与

热情。

三是着力培育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主体。鼓励各方社会力量注册兴办文化实体，依法减

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建立政府专项引导资金，以奖励和补助的形式培育

①
张强．均等发展，全面开花——山西省朔州市六区县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效显著[N]．中

国文化报，2015—7—23（8）．
②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朔州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意见

[EB/OL]．[2018-03-26]．http://www.shuozhou.gov.cn/xxgk/zbwj/201604/t20160429_569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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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主体。加强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对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主体之间的业务指

导和培训，鼓励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成立行业协会，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

朔州市开展示范区创建工作以来，市本级登记注册的文化类协会达 52 家（体育类 23 家，文

化艺术研究类 17 家、社会科学类 12 家），市县两级新注册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达 25 家（市本

级 4 家，县区 21 家）；乡镇、农村自办文化初具规模，每乡每村至少有一支以上的文体活动

队伍
①
。

四是健全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朔州市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

列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出台相关制度对政府购买进行规范，重点突出对具有

创新意义和针对农村群众、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文化惠民项目的支持。示范区创建以来，朔

州市政府已集中采购“周末大舞台”“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方

式，不断壮大基层文化队伍，先后为市、乡镇和社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配备了 297 名（市

级公共文化服务场馆 115 名，乡镇和社区 182 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各行政村明确了 1

名文化指导员
②
。

五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参与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管理，提高机构运

行效率和社会效益。2014 年 11 月，朔州市图书馆被文化部列为全国 10 个公共文化机构法

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之一。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专门下发了《朔州市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

实施方案》的文件（朔政办发【2015】100 号），这也是全国 10 个试点单位中唯一一家以政

府层面下发文件推动改革工作的试点馆。2016 年 4 月，朔州市图书馆首届理事会理事成员

名单确定，包括政府部门委派代表 3名、举办单位代表 1 名、图书馆职工代表 3 名、社会群

众代表 8 名。此外，朔州市的市县两级文化馆、博物馆也正在积极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政府也通过深化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由“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由

“举办文化”向“治理文化”转变，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的公共文化供给手段。

①②
胡继业等．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朔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综述[N]．朔州日报，2016

—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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