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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群众需要什么、提供什么的难题，应着力建设自下而

上的文化需求反馈机制，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依

据民族、民俗和产业等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

务，使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有实效。要充分发

挥村民委员会作为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组织者和村民公

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代言人的双重角色，切实担负起民族

群体文化需求愿望转化与需求表达的责任，进一步推广并

完善村民民主议事制度，让村民享有更多文化服务的参与

权、管理权。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需要解决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动态变迁的问题，

加强民族地区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力度，提升民族地区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数量和水平，力求既满足民族群体

的当前需求，又具有适度的前瞻性和引导性，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相对稳定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动态更新的协调

统一。

2、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高资金效能

财政投入是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服务、运营最

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公共文化服务是需要财政不

断投入的公益性事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公

共文化服务资金保障能力有限，市场资金进入公益性事业

的意愿又低，因此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要建立起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

平、人口数量、民族分布、地理环境、交通设施等指标为

判别条件的中央对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转移支付机制。

对于综合条件较差的地区，中央财政应加大支持力度，着

力推广政府购买等公共文化产品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为

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努

力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文化系统的“内循环”转变为市

场的“大循环”，推动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稳步增

长。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结构，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基层，把更多的项目放在

基层，提高民族群体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在保障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财政性资金应当更加

下沉，把更多资金投向民族群众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中

去，通过固定设施、流动设施和数字设施的有机结合，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覆盖。

3、充分挖掘人才资源，提高服务水平

人才队伍是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要加大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挖掘、挑选、培养、

选择聘用、流动配备，遵循文化人才成长规律，创新文化

人才发展理念，完善文化人才发展机制，引导人才更好地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通过锻造一批乡土文化人

才、民族民间文化继承与传承人、文化活动积极分子、文

化志愿者，形成专兼职结合的基层文化队伍。提升乡镇综

合文化站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注重行政村文化指导员的专

业性培养，提高薪酬保障水平，稳定基层文化管理服务队

伍，吸引优秀文化人才服务基层。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管

理人员培训纳入常规工作，可以采取集中轮训和非定期灵

活培训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知名文化专家定期授课，增加

经营管理、文化创意、新兴传媒等相关专业知识与专业技

能的内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不断提升边疆民

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同时，地方政府要支持完善开

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激发民间创新创造活力，将少数

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护开发与现代文化融合，打造特色民族

文化品牌，增强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加快构

建文化志愿服务体系，培育一批文化志愿服务项目，调动

更多的人才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之中。

结　语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既要善于汲取

民族文化中的民众智慧和经验，结合新时代要求对其加以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认知认同

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推动共同富裕的

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又要立足少数民族特有的资源，加

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优化产业发展结构，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各民族宜居宜业、富裕富

足，共同享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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