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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一、热点概述

近年来，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从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完善，到

各类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从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效显著，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例如，各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不断涌现且

免费开放，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便捷的文化活动场所。许多城市打造了 24 小时城市书房，满足市民不同

时段的阅读需求。同时，送戏下乡、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活动常态化开展，将优秀文化作品送到了

百姓家门口。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以浙江省为例，其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模式，打造了“城市书房”这一文化品牌。通过政府

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在城市各个角落建设了一批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这些城市书房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还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文化讲座等，吸引了广大市民尤

其是年轻人积极参与，极大地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成为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和市民精

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再看陕西省西安市，大力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利用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各类博物

馆资源，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展览和文化活动。同时，借助数字化技术，开发了线上博物馆平台，让人们

足不出户就能领略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魅力。这不仅提升了本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素养，也吸引

了大量外地游客，促进了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充分彰显了公共文化服务在推动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2.道理论证：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文化是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人们在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服务过程中，能够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道德修养和科

学文化素质，从而更好地参与社会建设和创新发展。

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来看，公共文化服务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通过公共文

化场馆的展示、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可以让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弘扬，同

时也能够激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群众的创新活力，催生更多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的文化作品和文化

形式，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文化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公共文化活动中，人们能够跨越年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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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等界限，进行交流互动，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社区文化活

动，能够让邻里之间更加和睦相处，共同营造和谐友好的社区氛围，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文化基

础。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年来，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从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完

善，到各类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从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效显著，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对此，谈谈你的理解。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过渡-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有力见证，对国家和人民都有着

多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步——意义：

首先，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和丰富的文化惠民工程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生活品质。民众能

够便捷地走进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场所，参与各类文化活动，满足了不同群体多样化的精神文化

需求，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百姓，都有了更多接触文化、享受文化的机会，切实保障了民众的基本

文化权益。

其次，这有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当人们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深厚的文化遗产魅

力之中时，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水平、知识储备和道德修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培育高素质的人才

队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者，蓬勃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依托。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设

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展示、传播和传承，同时也为新文化、新艺术形式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中更具影响力。

第三步——担忧：

然而，结合现实来看，在公共文化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虽然文化设施逐步完善，但部分地区可能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情况，导致设施后续维护不善、

利用率不高；文化惠民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个别项目针对性不强，未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变化

的问题。

第四步——过渡：

面对这些现状，为了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对策。

第五步——对策：

一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发展水平。提升农村公共文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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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服务品质，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农村延伸。以村晚、村舞、村歌、村超、村赛等为抓手，开展

农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推动城市文化资源和服务下沉农村，建立面向农村的文化资源和服务配

送机制。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图书馆文化馆“强县馆”计划，深化县级图书馆文化馆

总分馆制。

二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积极发展

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完善城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管理运行机制。加大对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免

费开放补助经费的支持力度。优化公共图书馆借阅服务政策与流程。在文化馆推动全民艺术普及向生活

美学、艺术素养养成方向拓展。推动公共文化机构之间功能融合，以功能融合增强服务能力。打造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集群。

三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智慧化建设。探索公共文化资源数据进入国家文化专网和“数据超

市”的标准与方式。创新打造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应用新场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数字资源的大众化利

用。加快公共文化机构智慧化设施设备升级换代。

四是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制度建设。建立上下配套的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政策体

系。研究制定指导和激励社会力量承接主体提高管理运营质量的标准规范体系和实现方式。创新“文采

会（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产品采购大会）”组织运营方式，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需居安思危，不断优化完善。发展

中产生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才能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精神滋养，成为中华民族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坚实基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与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