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批示：                                   　　 　　　 内部参阅

（第144期）

中共宁夏区委宣传部中共宁夏区委宣传部                                                  　　      　　　　      20252025年年33月月1919日日

〔第七批宁夏新型智库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优化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建议优化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建议

…………………………………………………占红霞占红霞、、李　颖李　颖

智库成果要报





优化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文化

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丰富公共

文化服务内容，创新公共文化发展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是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也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

目标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宁夏需要立足自身优势，以满足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为着力点，进

一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效，持续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融合化、智慧化发展，为建设美丽新

宁夏、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增添新动能。

一、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现状

近年来，宁夏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政策等多重调节机制，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为

文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银川市、石嘴山市、固原市成功

创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国家示范区创建地级

市覆盖率 80%，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

（一） 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截至 2024年底，全区共有

公共图书馆 27个、博物馆 75个、文化馆 27个、乡镇综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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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245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2780个，实现五级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设置率和完

备率达到两个100%；全区98%左右的县（市、区）基本建成图

书馆、文化馆分馆制，已形成遍布城乡的全民阅读和艺术普及

服务网络。近年来，新建的城市书房、煤炭地质博物馆、长城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社区家风家训馆等新型文化空间，以

及嵌入式15分钟文化服务圈和社区文化服务圈，进一步提升公

共文化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二）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宁夏以地域文化资源打造“欢欢

喜喜过大年”春节主题文化活动、银川国际黄河文化节、六盘

山山花节、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节庆活动；打造“文旅研学·五育并举”、“行走宁夏”研学项

目，开展红色主题研学、沙漠研学、星空科普研学、非遗体验

研学、农耕文化研学等主题研学活动；打造阅游宁夏·丝路焕

彩、沙湖冰雪嘉年华、“宁夏二十一景”、凤凰幻城等产业融合

项目，推出文化市集、非遗技艺展示、龙舟比赛、文创产品推

介等活动。深入基层开展“文化大篷车”、“文艺轻骑兵”、湖城

之夏广场文艺演出等文化惠民活动，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

程、“大地欢歌”文化指导员、“百人百团”文化志愿扶持项目。

2024 年，全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2.4905 万场次，惠及群众

1975.91万人次，广场舞《塞上儿女心向党》荣获国家“群星

奖”，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等 6部作品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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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三）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断创新。各级公共文化机构发挥

自身功能，推出延时开放、送书上门、全时借阅、文创产品展

销、文旅导赏等多元服务；与学校、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中心

合作，开展公益讲堂、亲子阅读、美育培训、书画创作等服务；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民间非遗馆、产业展示馆等特色文

化场馆，共同打造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青少年教育基地、非遗保护传承基地。同时，积极推进公共文

化服务数字化建设，通过公共文化云、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

馆、官方视频号等形式，推出云阅读、云展览、云培训、云演

出、云上村晚等服务，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从线下到线上，从

云端到指尖的贯通共享。

二、宁夏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一）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低。部分地方乡镇、村（社

区）两级文化设施滞后，有不少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

受公共文化经费、资源、人员投入的制约，出现功能设置不合

理、文化设备陈旧、书籍内容过时、科技支撑力不够等现象，

导致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文化服务效能低下，达不到优

质的文化服务水准。

（二）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有待完善。一是宁夏虽已形成遍布

城乡的文化惠民服务网络，但是采用何种方式测算服务半径更

为准确，当前还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和系统的规划。二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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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圈后续是否开展实质性的设施设备、人员、文化服务等方

面的推进工作则无从考证。

（三）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性不足。一是全区现有的公共文化

服务未能充分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面向残疾人群体开展

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相对单一，且只是在文化周、助残日等节

点举办文化惠残活动；面向老年人、留守儿童和农民工等特殊

群体的服务项目、文化活动太少，难以满足特殊群体的多样化

需求。二是公共文化服务地域分布不均，致使部分经济落后的

偏远地区文化水平较低的特殊群体难以享受这些公共文化服务。

（四）文化资源整合利用度不够。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涉

及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多主体虽然保障了公共文化服务

的多层次、多渠道供给，但受制于资源分割、责任和边界不清，

分工合作不够合理等现实问题，造成文化资源整合利用进程中

有堵点和痛点。二是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不够，在开发和利用

过程中，忽视地域文化资源特色优势，盲目跟风，文化服务内

容空洞、形式雷同，本地区仍有大量特色文化资源尚未被充分

开发。

（五）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有待增强。一是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涉及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许多新知识新

领域，离不开具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和专业方法的公共文化

服务人才，但专业人才总量偏少、专业结构不够合理，无法满

足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需求。二是宁夏现行的公共文化服

－－ 4



务项目设置、文化建设、技术服务等方面与行业企业价值取向

吻合度不高，故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公

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合作广泛而不深入，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

三、优化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建议

（一）构建长效机制，保障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政策保障机制，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针对不同

类型的区域和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政策，确保公共文化服务能

够真正惠及到每一个区域和群体。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分配机制，

通过科学的服务项目筛选和严格的资金管理，实现资金的最大

化利用。二是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坚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

性、均衡化、个性化原则，通过政府制定相关法律规范、规划

文化服务项目和导向宣传等方式，确保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无缺项、人群全覆盖、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在此基础上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三是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机制，加强

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监管和绩效评价，建立服务项目立项、资金

预算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成效进

行科学评价，及时整改提升。

（二） 强化各类阵地职能，保障服务质量。加大财政投入，

增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力度，补齐公共文化设施发展短板，实

施文化基础设施攻坚做强工程，加快推进乡镇、村、社区等基

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项目中加大基

层文化设施配套建设力度，实现区级、街道级公共图书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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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站全覆盖，提高村（社区）文化活动室覆盖率，打造覆盖全

宁夏的公共文化服务网。强化各级传统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能，

在原有阵地服务的基础上，着重强化统筹协调、组织指导、服

务援助等基本职能，从资源、设备、人员、组织等方面加强与

服务体系的适应性，确保公共文化职能履行。

（三）坚持社会化驱动策略，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市场在文

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确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文化

资源的配置。围绕社会资源调动、分工协作、潜力激发等目标，

通过正向引导和激励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

的热情，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多

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

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格局。加大力度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社会化，不断拓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广度

与深度，同时放大公共文化服务标杆项目的辐射带动效应，实

现文化发展人人参与、人人享受、人人创造。

（四）统筹联动协同共促，创新服务模式。尽快建立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在规划编制、政策衔接、标准制定

和实施等方面加强统筹、整体设计、协调推进。双向促进协同，

一方面自上而下加大对重点文化工程的统筹协调，一方面鼓励

自下而上的先行先试。全面摸底宁夏各类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存

量，对文化系统及全社会资源从组织体系、经费机制、资源配

置、人员保障等方面进行深度整合，统筹推动跨部门、跨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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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组织体系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形成政府多部门协同推

进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五）注重数字赋能，拓展服务空间。充分运用大数据、区

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推进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整合宁夏各类数字化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公共文化云数

据库，实现跨网络、跨终端文化服务资源数据的共享，为一站

式、全景式呈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提供可能。积极组织文化部

门、企业、高校等机构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进行创新和研发，

以公共文化管理数字化、服务智能化为目标，打造具有信息共

享、协作服务、数据分析等功能的新型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力发展线上与线下一体、大屏与小屏联

动、虚拟与现实交互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体验场景，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新需求。

（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服务水平。从专业院校引进

专业人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培育建设，依托文化馆、

文化站，大力培养、扶持基层文艺骨干、业余文化队伍和民间

文艺社团，大力发展文化志愿服务队伍，提高从业人员能力水

平。采取柔性引进人才的方式，积极与文化艺术机构、高校合

作，开展“订单式”“项目式”“菜单式”等培训服务，不断提

高职业教育与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匹配度。建立文化服务人才

资源库、文艺团队、文化志愿者、文化企业联盟，指导扶助培

育社会文化服务团队成长，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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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第七批宁夏新型智库课题“优化宁夏公共文化服务

的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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