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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政办函〔2020〕28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持续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根据新形势

新任务的要求，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深化新探索新实践，以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抓手，加快推动我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全力当好“重要窗口”的建设者、维护者、展示者，提

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按照《中共温州市

委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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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要求，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强化各级政府及部门主体责任，

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深化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进一步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有

力推进各级各类文化场馆全面整合、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加快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品质化、供给主体多元化、供需匹配精准化、

人员队伍专业化，逐步打造辐射浙南闽北的文化高地，确保公共

文化全面建设持续走在全省前列，创新项目领跑全国，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成为以“温州之窗”展示“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

二、工作理念和目标

坚持利民为本、法治为基，改革破题、创新驱动，普惠共享、

效能优先，城乡一体、整体推进的工作理念，自觉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实践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文化权

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不断强化以法治思维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的意识，努力实现文化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

通过系统性、整体性谋划，推动城乡一体、区域协同发展，对标

国际一流、先进地区，吸纳好经验好做法，激发创新活力，提升

服务效能，坚持久久为功，谋求公共文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力争到 2025年，建成设施网络全面覆盖，公共文化空间创

新发展，“都市 15分钟文化圈”“农村 30分钟文化圈”更加完善，

未来社区文化空间新型美观，城乡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优质均等，

社会各界深度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管理与服务更加自觉，市民百姓

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热情高涨，公共文化现代治理能力明显加强的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更高品质、更加贴心的文化活动服务



— 3 —

普惠市民大众，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三、主要任务

（一）以“普惠共享、优质均衡”为目标，加快构建高质量

发展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

1.高水平建设城市文化新地标。围绕区域中心城市战略定

位，制定公共文化设施专项规划。聚焦“一主一副一极多点”城

市空间格局、“两线三片”等亮点区块，规划建设一批标志性公

共文化设施。持续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提升工程，重点建好温州美

术馆、温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新馆、温州航运史馆、塘河沿岸

民办博物馆群、东海贝雕艺术博物馆等新文化地标。加快推进鹿

城区非遗艺创中心、永嘉县图书馆新馆、龙湾区艺术中心、平阳

县文化艺术中心、泰顺县文化中心、洞头区文化馆等县级设施建

设。

2.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落实新建、改建、扩建居民

住宅区配套建设公共文化设施要求，编实织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推动省级中心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达到特级标准，二级以上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占比达 80%。2022 年全市 500 人以上

行政村实现文化礼堂全覆盖。科学规划，加强统筹，高水平、高

效率推进龙港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3.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能级。管好用好大剧院、博物馆、

文化礼堂、文化中心等现有设施，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建设。将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民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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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美术馆等纳入全市公共文化一体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全市

域公共文化提质增效工程，全面加强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和使用

效能管理，进一步提高设施服务能级。

（二）以“城乡联动、效能优先”为宗旨，加快推进公共文

化产品精准化服务。

4.培育公共文化品牌服务项目。全面打响“戏曲故里、歌舞

之都、书画名城、百工之乡”四大特色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家

庭艺术节”“校园文化节”“残疾人文化艺术周”及“书香家庭”

“墨香家庭”寻访等活动的影响力。建立市剧本中心、艺术创研

基地，开展艺术创作大赛活动，推动文艺创作进入催生作品、催

生人才的良性发展轨道。紧扣重大节庆、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创

作推出一批文艺精品力作，推动音乐、舞蹈等重点文艺门类在国

家、省级重大赛事评奖中不断实现新突破。

5.畅通城乡一体化服务渠道。优化覆盖全市、四级联动、城

乡一体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网络和服务渠道，高水平办好温州艺术

节、市民文化节、全民阅读节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公共文化“点

单”服务，实施“四千结对”“新青年下乡”“三送一走”活动，

继续办好“周末百姓舞台”“周末剧场”，做好“汽车图书馆”流

动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动，优化“书香门递”专项服

务及特殊群体便捷化服务项目，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实行精准配

送，提高供需对接实效。每年完成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50000场以

上。

6.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水平。融合全市公共文化数字平



— 5 —

台和资源，全面提升“宣传嘉”“文化温州云”“城乡艺网”“掌

上温图”等数字平台在线服务深度、广度和使用效能，不断扩大

基层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覆盖面。深入实施“技艺普及 1510工

程”，制作开发线上慕课，建立文艺精品微云推送展演机制。提

高文化“智治”水平，推广运用大数据分析公众文化需求状况，

为精准化服务提供现代科技手段。推动公共文化场所 5G网络全

覆盖，创新运用 VR、AR 等交互技术开发数字文化艺术展示项

目，完善数字化网络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与

管理水平。

7.强化群众主体地位。广泛开展“村晚、村歌、村道、村操、

村贤、村史”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市民百姓为主体，做大“百

姓舞台”“云中大舞台”，让群众“唱主角”。深入实施“乡村文

艺繁星计划”，2020年完成行政村（社区）乡村艺术团建设全覆

盖基础上，通过文化干部分类指导、驻村指导员结对帮扶，提升

基层文艺社团建设水平，让群众在自我创造、自我表现中实现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

（三）以深化公共文化创新实践为驱动，统筹推进城乡公共

文化空间发展。

8. 拓展总分馆服务特色空间。丰富和发展总分馆制“温州

模式”内涵，持续加强各级总分馆建设，变阵地意识为平台意识，

把总分馆打造成市民实现文化理想的重要载体。按照公共文化空

间创新发展的要求，全面改造形成一批主题鲜明、示范性好、美

誉度高的城市书房、百姓书屋、农家书屋、文化驿站等特色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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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总馆对各级分馆的带动、示范和辐射作用。鼓励各地建

设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发展“孵化器”“大本营”，孵化产生一批具

有导向性、示范性和带动性的群众文艺品牌活动。2021 年实现

全市农家书屋提档升级，农家书屋和公共图书馆资源互联互通、

通借通还。

9.加快未来社区文化空间规划建设。将公共文化空间纳入未

来社区的邻里、教育、健康等九大场景建设，挖掘梳理城市乡愁

记忆和社区历史文化脉络，整合社区礼堂、公园、运动中心及健

身点、创客厅等社区生活圈模块功能，实现城市公共资源向基层

社区下沉，打造未来社区公共文化活动、邻里交往交流的精神家

园。

10.扮靓“城市文化客厅”。通过特色文化街区和文化小镇、

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公园、文化雕塑、装置艺术的规划、建设与

改造，形成一批功能性、审美性和公共性兼具的城乡文化景观。

继续引入影剧院、博物馆、商业性画廊、书店、演艺场所等配套

设施，探索推出 24小时美术馆、深夜书店、实景演出、街头艺

术表演等可赏、可游、可玩的文化娱乐项目，丰富文化元素，凸

显空间魅力，涵养城市文化气息。

（四）以全面培育文旅新业态为重点，深化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

11.提升旅游设施文化品质。全面开启全域旅游文化铸魂工

程，加快瓯江山水诗路建设，到 2023年，诗路文化带建设初见

成效；到 2025年，全面形成诗路沿线自然、城镇、文化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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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发展态势，打造成为中国山水诗研究中心和游学基地。推出

雁山瓯水诗意之旅等“诗画山水”主题、红色文化主题精品旅游

路线。鼓励公共文化单位与 A 级景区合作，结合重要节假日和

重大节庆活动，推动文化活动进景区，增强景区文化内涵。

12.倡导文化场馆景观元素植入。按照可观光、可游览、可

休闲的要求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城市书房、

文化驿站、农家书屋等场馆景观化建设，丰富旅游体验内容。乡

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可围绕服

务当地乡村旅游发展进行场馆改造提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行

政村（社区）建设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

13.推动文化旅游大众消费。着眼“东南沿海区域商贸中心

城市”建设，支持瓯绣、瓯剧、瓯塑、瓯窑等“瓯”文化元素与

时尚消费融合。探索市民文化节、旅游节、购物节三节合一办节

模式，大力发展文旅“月光经济”，高水平打造“乐享文旅”品

牌。推进文化设施夜间延时开放，激活周边商业活力。整合江心

屿、雁荡山、楠溪江、百岛洞头等旅游地标资源，培育特色文化

创意产品。进一步完善剧院、影院、文化演出场馆公益票制度，

降低文化消费门槛。

（五）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深入培植保护地域

文化群众基础。

14.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研究。放大历史文化名城品牌效

应，设立一批学术项目、研究课题，创办一批学术交流平台，打

造一批重点研究基地，推出一批学术成果，深化以“温州学”、



— 8 —

永嘉学派研究为引领的温州历史文化研究。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工

程，挖掘、研究、阐释山水诗文化、南戏文化、浙南红色文化及

“瓯系列”文化的丰富内涵。编好《浙江文史记忆》丛书温州市、

县分卷，完成《温州通史》编纂出版，开展《温州通史》等系列

地方文献的解读和宣传普及，扩大温州传统文化影响力。

15.加大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力度。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

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人文、自然环境。

加强对温州地方戏曲、曲艺、书画、医药、武术、民间工艺美术

等传统文化生态现象的研究、挖掘与保护。丰富民间民俗文化活

动载体，建设一批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快推

进鹿城区省级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加强畲族等少数民

族文化保护，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16.做好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推广。擦亮“南戏故里”“中国山

水诗发祥地”等文化金名片，积极申报国际古典戏曲文化保护传

承基地，丰富戏曲文化主题公园内涵，提升温瑞塘河核心段沿线

的戏剧文化夜游演艺项目。总结推广“非遗进社区”国家级试点

经验，加快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方言展示馆，办好“国

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六）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为动能，广泛吸纳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管理。

17.加大政府部门扶持引导力度。总结推广近年形成的社会

力量参与城市书房、文化驿站、博物馆、美术馆、农村文化礼堂、

社区文化家园、企业文化俱乐部建设管理经验，加大政策扶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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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一步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

的建设、管理与运营。鼓励金融机构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提供支持。

18.加强对社会参与办文化的规范管理。健全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准入、退出机制，持续深化对社会力量兴办或

参与管理公共文化项目的财务绩效审计和服务业绩评估，评价结

果作为对服务承接主体奖罚的重要参考依据。培育壮大文化类社

会组织，发挥行业协会在强化行业自律、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的

规范指导作用。

19.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渠道。加大委托社会力量运营、文化

基金设立、文化消费券发放、政企补贴合作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模式创新。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社会认养制度，试点

实施公共文化助推旅游、助力企业的“文化驿站嵌入计划”，公

共文化项目末端管理的“城市书房守护计划”。建立健全文化志

愿者激励机制，表现突出的文化志愿者由宣传、文化、教育、共

青团等部门予以通报激励。

（七）以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为要义，不断拓展公共文化

交流合作渠道。

20.积极实施“走出去”文化发展战略。深化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和文化共建，精心策划“握手”“温州”“遇上”

系列活动。积极申报“东亚文化之都”，办好“温州国际时尚文

化产业博览会”“温州国际设计双年展”，推动更多国际文化合作

项目落地。依托全球各地温州商会平台，强化“乡音使者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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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艺术团”品牌，鼓励开展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的民间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

21.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以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和美

丽乡村建设全面实施，深化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文化强镇创建活

动，推动“书法村”“木活字小镇”等特色乡村建设。大力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十百千”工程，补齐薄弱镇、村公共文化服务短

板。深化“结对子、种文化”工作机制，培养基层文艺骨干，增

强基层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

22.推动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推动建立“全国城市书房合作共

享机制”，促进公共阅读空间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开展长三角、

海西区域文化深度交流合作，主动融入长三角地区有声阅读联

盟、文化馆联盟等共享工程，协同办好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会。不断深化与对口支援地区的民族文艺巡演、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览、文化产业合作等文化交流活动。

（八）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主线，努力构建公共文化现代

治理体系。

23.提高公共文化法治建设水平。以文化法治体现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强化文化领域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推进公共文化保

障地方立法，研究制定传统戏曲文化保护、全民阅读、城市书房

和文化驿站等管理条例或实施细则。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供给能力适时调整服务

内容和要求。逐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保护、文化志愿服务、捐赠

财产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享受税收优惠、公共文化服务基金设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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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法规规章。

24.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价体系。建立以效能为导向的

多元评价机制，加强对市、县级重大文化项目资金使用、实施效

果、服务效能等方面的监督和评估。广泛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第三

方绩效评价机制，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指数发布与运用机

制，建立群众满意度常态化动态测评体系，深化细化公共文化群

众参与率、知晓率、满意度考核评价体系建设。

25.深化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一步推广温州

市图书馆改革经验，加强分类指导，完善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

理事会和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共文化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探索

建立乡镇（街道）文化站、文化礼堂等理事制度和民办非企业法

人登记制度，提升运营服务效能。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地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民生保障和重点议题，强化“政

府主导、区域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工作机制。市、县两

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构应及时协调、跟踪和督查工作

落实情况。

（二）强化财政保障。各级政府要将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经费

纳入本级预算，重点扶持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公共文

化服务。加强对财政资金的预算执行、绩效考核、审计监督等管

理，提高使用效益。

（三）强化人才保障。组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咨询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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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化拔尖人才、新锐人才等评选制度。深化乡镇（街道）文

化下派员制度，通过社会购买、财政补贴方式配齐配强基层文化

干部队伍。

（四）强化督查指导。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体系和考核办法完善，加强对各地各单位的督查指导，建立健全

跟踪督促机制，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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