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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化惠民工作

让群众共享文化“盛宴”的有效路径
文/符少玲

摘要：文化惠民是“执政为民”理念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反映和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可见，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首先从

文化惠民的含义和特征入手，然后探讨文化惠民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在新形势下开展文化惠民工作

的可行性路径，以期为将来开展群众文化系列工作提供可参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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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所在，文化建设是

我国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文化惠民

工程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化惠民项目为

媒介或载体，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精神追

求为目标，是我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

体现。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各地区在扎实落实文化强

国建设的基础上，按照自身发展定位进行战略部署，

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1]。

一、文化惠民的内涵及意义

《辞海》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人们在社会

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将惠民定义为“施恩惠于民，爱民”，两者结

合起来可得文化惠民的广泛含义，即人民群众受到文

化领域的恩惠。在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阶段下，这一

解释显然并不科学严谨。“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

的建设性总指示表明：文化惠民既要强调主体机构的

作为，又要强化社会群众的主体作用和文化需求，既

要注重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机制和体系，其对文化惠民工程的主体和客体、

建设领域和建设目的等做了总领阐述。因此，综合上

述要旨和特征，文化惠民的本质内涵可概括为：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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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群众的文化需求的前提下，文化机构或组织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共建共享等方式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文

化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的主体作用，推进现代文化建

设成果更好地惠及民众。这一内涵也凸显出文化惠民

工作具有“精细化、多样化、大众化、特色化”的鲜

明特征[2]。

文化馆作为文化惠民工程的主体之一，有责任有义

务展开文化惠民工作，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而在

此过程中，文化馆也应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目标，

带动群众主动参与文化活动，并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

文化服务，实践推行“精细化、多样化、大众化、特色

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目前，文化惠民工作开展得如火

如荼，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惠民工作中现存的问题

（一）文化活动的质量意识不强

文化基础的质量是开展文化惠民工作需首先解决

的问题。目前，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镇均存在群众文

化活动质量意识不足的情况，这与受众人群或参与人

群的思维意识有直接关联，部分群众文化的主要参与

者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众，这也间接限制了群众文

化活动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发展。

（二）文化活动的凝聚力和主动性不足

虽然各地大力推行群众文化活动，但是群众文化

活动的凝聚力远远不足。由于文化活动的干部队伍建

设不足，缺乏引导和带头作用，许多群众文化活动更

多的是由群众自发组织，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解

散。而这种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往往缺乏新意，导致

群众对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且主要集中在广

场舞、歌曲等形式单一的活动，在村镇文化活动中尤

为常见。

（三）文化活动与区域特色相脱节

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民族

的、先进的、特色化的文化。但在推进文化惠民工作

中，仍然存在文化活动与地区特色相脱节的现象，大

多数群众对文化活动的认知还是“锻炼身体”“丰富

业余生活”，而非“丰富精神世界”“发扬地区特

色”。因此，地区特色难以融入日常的群众文化活动

中。

三、新形势下开展文化惠民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质量要求，落实精细化文化生活

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直接挂钩，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物质或精神的

追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面的鲜明特征，尤其是精神层

面，不再仅仅满足于“知其然”，而是既要“知其然”

又要“知其所以然”，精英文化开始逐渐惠及社会大

众，成为常态化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开展文化惠民

工作首先需要强化文化活动的质量，一方面加强曲艺类

精品项目的创作和团队建设，加强文旅类或体育类精品

项目的策划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将文化植根于活动

中，让群众深入理解并内化文化的内涵，真正让群众从

活动中学习文化的精髓并指导思想。

（二）推动供给创新，加强多样化建设水平

创新推动发展是核心要义。人民群众对文化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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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需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娱项目，而是涉猎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所有领域的需求，包括书

画鉴赏、自由摄影、自驾游等在内的文化活动都颇受

当代社会大众的青睐。因此，开展文化惠民工作需要

推动供给创新，加强文化项目的多样化建设，这就需

要深入群众，了解其喜好和喜闻乐见的活动，充分掌

握群众的专业技能水平和可接受的活动难度，将文化

活动与生活技能紧密结合，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

积极性。此外，还需加强群众骨干的队伍建设，具有

人才忧患意识，提拔具备一定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

积极分子做牵头人和组织者，并充分发挥其引导和带

头作用。

（三）优化参与模式，推进大众化惠民工程

文化惠民工作最终落脚点在于“民”，只有人民

群众亲身参与其中的活动，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

受益。因此，开展文化惠民工作需要鼓励和引导群众

主动参与，让群众从“要我演”转变成“我要演”，

从“台下的”转变成“台上的”，在此过程中优化参

与模式，从文化活动本身出发，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比如制定“主动参与型”“奖励奖赏型”的文化项

目，群众主动参与可获取一些优惠和奖励等，以便提

高群众文化活动的覆盖范围。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

文化活动的反馈和投诉服务平台，利用官方网站留言

板、微信公众号、投诉热线等多种反馈平台，征集群

众对过往文化活动和项目的意见和改进建议，或利用

这些通道主动向群众发放有关于文化活动需求和改进

方案的调查问卷，让文化活动的开展以群众的意识为

指导，提升群众的参与度，推进大众化惠民工程。

以白沙县文化馆为例，为做好传承人保护工作，

白沙县文化馆每年按期开展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

人年度考核工作，每位传承人积极主动配合，让考核

工作按照预期的工作进度圆满完成。在考核过程中发

现，每位传承人都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承下来，并主

动为工作人员科普解惑。因此，为激发传承人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和传播的能力，白沙县举办

了2021年“元旦”文艺晚会暨第二届优秀人才颁奖仪

式，多位非遗传承人荣获白沙县第二届优秀人才奖。

这一举措不仅在一定程度推进了非遗文化的传承进

程，也能激励群众主动参与进文化惠民活动中，便于

推进大众化惠民工程。

（四）凸显文化品牌，打造特色化文化服务

文化惠民工程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基本措施和

路径之一，群众文化活动的展开对传承和传播优秀文

化和地区特色文化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群众文化的

展开不能以时尚潮流为目标，而需要依托并挖掘具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将其融入文化活动中，形成地

方文化品牌，并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吸引外地或外国

游客参与文化活动，以便在活动中弘扬当地的特色文

化，且尽量以生活化的形式展开活动，避免让游客感

受到陌生感和无所适从。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最能体现地方或时代文化特色的项目，在文化惠民工

作中，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基石，展开系列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刺绣工艺、戏曲名录等，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能贴合当地的风俗习惯而被当地

群众广泛接受，又能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底蕴而被

外地或外国游客所接受。

比如，2020年6月，白沙县文化馆为进一步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白沙非遗传承创新，结

合该县“文化+旅游”的发展定位打造文化品牌，开

展了白沙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

广大市民朋友的关注，大赛文创产品的收集采用线下

征集的方式，历时一个多月共征集64件非遗作品，包

括传统手工技艺类作品（如《神台泥娃双面绣贯首衣

套装》《黎族服饰一套》《茶壶具》等）和现代机械

制造工艺类等（如《手工织锦儿童吊带裙》《陶器酒

缸》《手工黎锦金属口金包、手工黎锦双拎背包（皮

质、绒质）》《双面绣台屏》等），产品通过线上展

览的形式呈现于大众视野中。这场文化盛宴给大众带

来了丰富的视觉享受，通过近距离接触非遗作品，社

会大众对海南的特色服饰和制造工艺有了新的认识，

也由此吸引了一批游客来海南旅游，欣赏和购买特色

服饰和工艺制品，既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又实

现了文化活动开展的初衷。

四、结语

新时代下，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文化建设

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未来在文化惠民工作的推进过程

中，做到真正让群众共享文化“盛宴”，就需要把群

众放在首位，走进社区、走进农村、走进校园，让文

化植根于群众的意识，让文化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让文化之风在社会生根发芽，推动社会发展再

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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