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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淄川区⒛” 年实施文化惠民

十大工程提升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

总体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 :

现将 《淄川区⒛” 年实施文化惠民十大工程提升群众

文化生活满意度总体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组织实施。

淄丿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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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⒛” 年实施文化惠民十大工程

提升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总体方案

为扎实做好⒛” 年淄川区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考核工

作,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强

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制定丿总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顺

应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以建设完善
“
15

分钟文体活动圈
”
为基础,以扩大文化活动覆盖面和提升文

化设施效能发挥为目标,以 “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惠民进万

家
”
为主题,整合全区各类文化阵地优势资源,组织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面向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

为群众提供高质量、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设施服务,提高群

众对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争取⒛22年我区文化生

活满意度考核实现新突破。

二、重点内容

(一 )实施文体设施建设工程

1、 建成开放一批公共阅读服务设施。采取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在城区范围扶持建成 2家开放共享、

布局合理、规范运营的城市书房,打造城市文化地标;在镇、

开发区改造提升
“
1+N” 农家书屋 50个 ;在街道办事处建设

10个阅读书吧。(责任单位:区文化馆、图书馆,各镇、街



道、开发区 )

2、 创建打造
“
5十N” 模式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贯彻落实市文旅局印发 《“5+N” 模式升级版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建成村 (社 区)“ 5+N”

模式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50个。(责任单位:区

文化馆、图书馆,各镇、街道、开发区 )

3、 加快推进镇 (街道 )村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根据山东省村 (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及乡镇 (街

道 )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考核实施方案要求,加快提升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年内全区所有公共文化

设施全部实现达标。(责任单位:各镇、街道、开发区 )

(二 )实施送文化、种文化工程

1、 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活动 500场次。在全区持续开

展
“
一村一年一场戏

”
文化下乡活动,按照 《淄博市送戏下

乡文化惠民活动监督考核办法》,加强监督管理。以文化需

求引导文化供给,实现
“
送文化

”
与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

同频共振。(责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

开发区 )

2、 组织开展农村电影放映活动。在全区广大农村继续

开展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

”
放映活动,为全区所有行政村每

月至少放映一场公益电影。(责任单位:淄 川区初心电影放

映有限公司、各镇、街道、开发区 )

3、 组织基层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10OO场次。以各

镇、街道、开发区综合文化站,村 (社 区)百姓大舞台、文



体小广场等阵地为依托,组织文艺演出小分队、文化志愿服

务队,以小型、分散、多样的灵活方式,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充实、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举办群众喜爱和需要

的送戏、展览、演出、写春联、阅读推广等惠民活动。 (责

任单位:各镇、街道、开发区 )

4、 持续推进
“
淄川文化云”

惠民培训工程。根据群众

需求,组织文艺志愿者开展结对帮扶。组织专业文艺人才深

入基层开展各种类型的文艺骨干培训,提高镇村文化活动水

平,全面推进各类送文化、种文化等活动。(责任单位:区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 )

(三 )实施文化多彩活力提质工程

1、 丰富文化场馆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馆、文化站、城市书房等公共文化场馆延长开放时间,

开展丰富多彩文化服务活动,鼓励增设论坛、演出、沙龙、

讲座、朗读等体验项目。

2、 组织开展夜间公益性文艺演出活动。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组织开展夜间公益性文艺演出活动,全年组织

举办艺术普及类演出、戏曲展演、文化公益活动等不少于 100

场次。

3、 组织开展非遗传承和展示活动。组织非遗项目进校

园、进农村、进社区、进厂矿。组织非遗项目参加各级的博

览会等会展活动,增加群众对非遗项目的了解,普及非遗文

化知识。(责任单位:区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各镇、

街道、开发区 )



(四 )实施文化社会组织扶持工程

1、 扶持壮大一批庄户剧团。组织开展民间剧团剧目展

演、巡演、专题培训等活动,提高民间剧团演出水平和业务

能力。鼓励民间剧团积极参加省、市级比赛和展演活动,对

于获得优异成绩的民间剧团在各类惠民演出中进行重点推

荐。(责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

区 )

2、 建立一批文化志愿服务队。全区各镇 (街道 )综合

文化站、村 (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均建立文化志愿者

团队,组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形成覆盖城乡的文化志

愿网络体系,推动文化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责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 )

(五 )实施群众文化品牌打造工程

重点培育独具区域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围绕一区一品

牌、一镇 (街道 )一 品牌、一村 (社 区)一 品牌,整合资源 ,

加强策划,重 点遴选培育一批独具区域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

活动。组织开展社区广场文化艺术节、“
热土欢歌

”
大赛、

老年艺术节、庆七一、国庆等系列文化活动。自下而上层层

开展广场主题文艺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责任单位 :

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 )

(六 )实施 “
书香淄川”全民阅读工程

按照 《淄川区建设
“
书香淄川

”
实施方案 (⒛00-⒛” )》

要求,区 图书馆、各镇办图书馆分馆、村居农家书屋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⒛00场次。区图书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组织阅读服务进乡镇、进社区、进学校,为群众提供免

费的图书借阅服务和阅读推广活动。各镇办图书馆分馆、各

村居农家书屋全年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责任单位:区

图书馆,各镇、街道、开发区 )

(七 )实施基层文化效能提升工程

1、 提升公共文化场馆服务质量。区图书馆、文化馆要

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方式和手段,开展特色化流动服务,提

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责任单位:区 图书

馆、文化馆 )

2、 健全完善总分馆制服务体系。各镇 (街道 )要进一

步提升完善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服务水平,稳步推

进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点规范化建设,打通

公共文化服务
“
最后一公里”。(责任单位:区文化馆、图书

馆,各镇、街道、开发区 )

(八 )改进提升
“淄川文化云”文化智慧月艮务工程

1、 进一步优化
“公共文化服务+互联网

”
新路径,加强

各镇 (街道 )综合文化站、各文化场馆资源共享建设,通过

开展线上点单、线上投票、线上报名、线上展播等活动,不

断提升
“
淄川文化云”

效能发挥水平,加大推广应用
“
百姓

点单、专家制单、政府买单
”

的服务模式。(责任单位:区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 )

2、 实施文化惠民演出线上点单。审核民间剧团资质 ,

选定演出剧目,村 (社 区)文化管理员根据群众需求通过云

平台点单。(责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



开发区 )

3、 提升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建设。持续提升
“
淄川文化

云”
平台的应用体验。结合群众喜好增设线上阅读、文化消

费、积分兑换、在线教学等功能板块,推进数字图书馆、数

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文艺作品线上展播、文化线上培训

等线上文化服务效能发挥,通过公共文化阵地服务、数字文

化沉浸式体验、公共数字文化进基层等多种形式,为广大群

众多角度提供图书、图片、视频等数字化特色资源服务。(责

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

(九 )实施文化管理能力提升工程

1、 加强公共文化管理服务培训。以提升指导能力、实

战能力和业务素质为目标,年内聘请高水平专家对各镇 (街

道 )和村 (社区)文化专兼职人员开展集中培训,选送优秀

文化管理人员参加更高级别的专业培训。各公共文化场馆从

提升服务与业务水平等方面开展培训活动。(责任单位:区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 )

2、 建立文化辅导员培训制度。依托区文化馆、“
淄川文

化云”
文化服务队等阵地人才资源优势,建立文化辅导员队

伍,实行文化辅导员联系村 (社 区)培训机制,每月入村 (社

区)指导开展文化活动策划创作和展演,增强基层文化创作、

活动组织的能力和水平。(责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

各镇、街道、开发区 )

(十 )实施文体生活宣传工程

1、 组织开展
“
市民代表看文体发展新风貌

”活动。区、



镇 (街道 )两级分别组织开展
“
市民代表看文体发展新风貌

”

体验活动。在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不断创新

活动形式和内容,提升文化、体育惠民活动知晓度和影响力。

(责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 )

2、 加大媒体宣传推广力度。围绕文化惠民事项,集 中

选题策划,推 出一批针对性强、辐射面广的宣传报道。创作

一批短小精悍、立意新颖、直观易记接地气、充满正能量的

文化惠民服务 H5、 短视频、宣传口号,在各公共服务场所进

行投放。强化与新媒体的联系互动,主动邀请各级媒体对文

化惠民进行解读,增 强宣传影响力。(责任单位:区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 )

3、 面向公众开展落地宣传。利用发放一封信、村村通

广播、悬挂条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多渠道、多形式让文

化惠民活动宣传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动员发

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支持文化惠民工作,为 文化惠民活动

点赞。(责任单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开

发区 )

三、组织保障

(一 )加强组织领导。实施
“
文化惠民十大工程提升文

化生活满意度
”
事关全区文化生活指标考核,对满足群众文

化需求、提高文化活动覆盖面具有重要意义。各镇 (街道 ),

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文化

满意度作为全年工作的引领,加强组织领导,以更加务实的

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开展好落实好。



(二 )狠抓责任落实。各镇 (街道 ),有关单位举办的

所有各类文化惠民活动都要冠以
“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惠

民进万家
”主题,制作背景板或横幅,强化对政府送文化惠

民的宣传。严格按照方案要求,明确具体任务、统筹安排、

有序推进。要加强协调会商,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文化生活

满意度工作走深走实。

(三 )强化督导考核。各镇 (街道 )要加大对文化惠民

工作的财政投入,对基层公共文体阵地建设、效能发挥、文

化培训、文化惠民演出、赛事等给予资金扶持。要坚持问题

导向,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对资金运行监管。区文旅局将实

施 “
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

”
制度,对各镇 (街道 )落实

情况进行全程监督。通过日常调度和重点督查,对活动开展、

服务质量、群众认可等方面进行通报,并计入年度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