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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看咱们国家级示范区！
——镇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五字诀”探秘

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王佑嘉

日前，第三届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合
作机制大会在我市召开，沪苏浙皖43个城市（地区）围绕“深化文旅融
合 促进文旅消费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探索文旅公
共服务促消费新路径。

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陆艳华介绍，2021年，镇江正式命名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近年来，围绕“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均等化”“促进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本地文
旅特色，镇江探索总结出文旅公共服务“送、种、创、融、促”五字诀。

通过 3 个“化”，让老百姓

享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
一是“标准化”，主要体现在

基础设施标准建设

镇江承担了国家级和省级 2

项标准化项目，即文化广场标准

化试点和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标准制定。文化广场标准

化试点方面，以优秀等次通过

“文化广场管理服务”国家标准

化试点，按照“六个一”标准（即

一块场地、一支专兼职管理队

伍、一个电子显示屏、一套音响

系统、一个阅报栏、一份节目资

源 表），全 市 建 成 文 化 广 场

1600 多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方面，制定《村（社区）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规范》省

级地方标准，推出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1+X”模式（1：指满

足国家、省“规定动作”，X：指“群

众需求、地方特色”的“自选动

作”），形成村史馆、文化礼堂等

近百个特色文化服务中心。

二是“一体化”，主要侧重公

共文化的城乡一体化、服务一体

化
实施送文化“六进”活动

（即进机关、进军营、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足迹遍

及全市658个村（社区）、162所中

小学（含特教中心）、百余家大中

型企业、5个驻镇部队，让新老镇

江人都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

“烟火气”。

三是“信息化”，着力解决公

共服务精准性的问题

参照“淘宝”运营模式，在全

省率先搭建“淘文化网”，采用

“线上点单、线下配送、评价激

励”的方式，让老百姓精准选择

感兴趣的文化服务。同时正在

大力推行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

馆等数字化服务，让老百姓足不

出户也可尽享各类公共文化大

餐。

““送送””：：送文化送文化

创新实施“文艺播种计划”，通过 3个“全覆盖”，让文艺种子广泛“播”向群众心间。该项目荣获江苏省“四力”教育先进案例、江苏省委宣传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等。
一是需求摸排全覆盖，解决“种什么”的问题
深入到全市各村（社区），全面摸排梳理文艺需求 600 余项。
二是结对辅导全覆盖，解决“谁来种”的问题
整合全市宣传、文旅、文联、教育等系统资源，建立“市-县-镇”三级文化志愿者体系，包括专职艺术家、专业院团骨干、学校美术老师、艺培机构老师等各类文化志愿者 300余名。4年来，走遍全市 658 个村（社区），累计辅导近万场，辅导基层文艺爱好者30 余万人次，受益群众超百万人次。

三是团队培育全覆盖，主要呈现“种的结果”怎么样

通过精准帮扶培育，全市群众文艺团队数量从400多支增加到 964支，一些 10人左右的小微团体发展成30 人左右的固定团队，36支群众文艺团队入选江苏省“双千计划”优秀群文团队培育对象，康盛剧社九上央视戏曲频道，丹剧团登上戏曲春晚舞台。

““种种””：：种文化种文化
充分调动群众自我创作、

自我表现、自我服务的积极

性，让大家自觉成为文化的继

承者、传播者和展示者。

一是群众故事群众讲

老百姓自编自导、自编自

演，将散落在民间的故事民

谣、身边人身边事等，改编创

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

品，比如由老百姓自己创作的

南乡田歌车水号子荣获江苏

省民间文艺奖，器乐重奏《凤

鸣朝阳》荣获长三角民族器乐

作品创作大赛银奖等等，老百

姓身体力行地讲好镇江故事，

传播镇江声音。

二是群众舞台群众演

搭建“百姓大舞台”“四季

村晚”“文艺播种成果选拔赛”

“全民K 歌大赛”等大型群文

平台，每年举办超百场“村晚”

活动，其中扬中市兴阳村“村

晚”已连续深耕 16届，荣获全

国秋季村晚示范点。

三是群众品牌群众建

经多年培育，我市 56 个

乡镇 658 个村（社区）逐步形

成“一镇一品、一村一特”的发

展格局，其中丹阳市云阳街道

的“灯谜”两次入选“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句容市丁庄

村、丹徒区五套村等乡村以葡

萄、柑橘等本地特产为主题，

打造集节庆活动、文创商品、

文旅场景等于一体的整村 IP

品牌。

““创创””：：创文化创文化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让文化借助旅游的载体，实现更深层次服务、更广范围传播，是基于“送、种、创”进行的进一步提炼和运用。
一是“以小见大”融出新空间
实施“文艺拾光浸润工程”，通过融合、嵌入的方式，将小剧场、文旅驿站、艺术转角、文心书坊、非遗守望空间 5 类小场景有机植入到景区、商圈、社区、乡村、古建等城乡空间中，让文艺服务不限于剧场、不囿于围墙，打造百姓伸手可及的文旅新空间。目前已在西津渡街区试点营造了 16个融合新空间，并面向全市推广，今年拟打造 90 个新空间，到 2025年完成至 230个。

二是“以文塑旅”融出新产品
实施“乡村文旅五百工程”，设计以“五百”为统领的乡村文旅品牌体系，今年，镇江通过了省级乡村旅游集聚区服务标准化试点，镇江也是全省唯一一个全国“甲乙丙”级旅游民宿全覆盖的城市。
三是“以点带面”融出新游线
实施主题文化游系列活动，将文博场馆、名人故居、考古现场等文化设施有机地嵌入各类旅游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镇江”“跟着诗词游镇江”“跟着文物游镇江”等代表性“文心”研学线路。2023 年暑期各类文博场馆入馆人次同比增幅约 50%。

““融融””：：融文旅融文旅 ““促促””：：促消费促消费

丹徒区文化馆开展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
淘文化网送演出下基层活动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举办传统拓片制作碑刻文化体验活动

2021 年“文艺播种计划”优秀成果展演现场

通过政策扶持、服务保障、

资源整合、宣传推介等举措，共

同构建文旅公共服务促消费的

发展架构。今年1-7月份，我市

接待国内游客 2891.19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360.28亿元，同比接

近实现翻番。

一是组合推出一套政策

出台了《镇江市引导城乡居

民扩大文化消费的实施意见》

《镇江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

合发展实施意见》《镇江市旅游

业发展奖励办法》等一系列促消

费政策，实施消费补贴、积分奖

励等惠民措施，落实小微企业减

费纾困举措，有效激活文旅消费

市场。
二是率先构建一个体系

作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试

点城市，创新构建“信用承诺－

评价－监管－奖惩”的文旅市场

信用体系，引导全市 2396 家文

旅企业签订信用承诺书，营造诚

信、放心的文旅消费服务环境，

2022 年至今，全市旅游投诉受

理满意率 100%，旅行社投诉同

比下降45%，行政执法成本同比

减少 30%；对信用评价评分优

秀的 20 家 A 类旅行社，发放

考核奖励资金245万元。

三是吸引聚集一支力量

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在原有文艺播种志愿者基础上，

拓展形成表演、宣讲、培训、服

务、空间 5 大类志愿者体系，全

市注册文化志愿者1.3万人。

四是持续打造一组活动

唱响“镇江文旅消费季四季

歌”，每季度发放消费补贴 200

万元，间接拉动消费超亿元；连

续举办 16 届“金山文化艺术国

际旅游节”、12届长江音乐与艺

术节等规模性文旅活动，真正实

现 了 为 城 市 引 流 、为 市 场 助

“热”。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围绕文

旅公共服务“送、种、创、融、促”

镇江探索，聚焦新生代群体，集

聚新社会力量，用好新政策红

利，打造新文旅场景，不断提升

公共服务品质、不断丰富文旅产

品供给，让全市文旅公共服务推

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

度，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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