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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

兴的现实需要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的重要保证。积极发挥文化铸魂塑形赋能的强大力

量和功能，才能实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

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才能以农业农村现

代化更好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边疆民族地

区多属于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这些地区在文化层面具有

两面性，一方面，民族地区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特征，存在

与主流文化不适应的地方，造成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内生

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还表现出文化的差异性、

特色化，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内含的伦理道德、价值追求、

处世态度、行为规范等乡村文化价值，在新时代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推进边疆民族

地区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有助于

培育社会文化资本，探索民族文化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的最佳契合点，从而形成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推动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1、缺乏供给弹性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包含了更多对

公共文化服务的期待。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情

况来看，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通常呈现“中心—外围”模

式，即政府所在地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公共文化的供

给水平也基本处于高水平状态，广大农村特别是民族地

区，则存在较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空白区和盲点，边疆民族

地区的差距更为明显，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

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标准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边疆民族地区。另一

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硬件设施一旦建成，在一定时期内很

难调整改变，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随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也将发生较大变

化，原有符合当时文化服务需求的设施会逐渐无法满足动

态的需求变化，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大规模重建或更新

又很困难，大量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被闲置的概率将不断上

升。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变此前一定程度上存

在的内容单一、供给缺乏弹性等问题。

2、缺乏资金投入

当前关于文化建设发展投入虽然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制

度作为保障，甚至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有了明确的约束

机制，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特别是对于大量的少数民族县而言，县级财政所承担的支

出职能与财政收入缺口巨大，很多民族县地方政府性债务

问题突出，难以投入更多资金推动当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即便依靠上级财政专项拨款的项目，由于地方财

力限制，导致对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财政

投入难以满足群众需求。同时，已建设施的项目管理和运

行费用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又普遍广泛分布于相对更为偏远的村庄，服务网点数

量大、距离远，运营维护成本高，基层政府财政资金通常

难以应付，已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另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性投入存在“三重三轻”结

构性不合理的问题，即地方政府在面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上，通常倾向于选择经济建设；在面对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上，通常倾向于选择发展文化产业；在面对公共文化

服务硬件建设和管理服务上，通常倾向于选择公共文化服

务硬件建设，这些都会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3、缺乏人才支撑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专业组织管理人才、文

化专业人才、业余文化人才和民间文化人才等人才队伍支

撑。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缺乏，特别是在

乡镇、村、村民小组这些层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文

化服务活动，与民族地区群众的关联度最高，但越到基层

专业工作人员越缺乏。同时，部分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管理

人员业务技能不高，激励手段不足，服务观念落后，工作

缺少主动性，更新知识技能不及时。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

快速发展，民族地区群众使用智能手机已非常普遍，与之

相对应的是文化服务下乡的电影、地方戏剧、图书、文艺

活动等则相对陈旧，缺少吸引力，这与管理服务人员的专

业化水平有很大关系。具体到农家书屋的图书购置来说，

如果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人员能够准确把握民族群众的真

实需求，购买民族地区群众真正需要的关于教育、家庭健

康、农村技术、农业市场等方面贴近农民的书籍，并定期

举办相关知识讲座，农家书屋的利用率能够大幅度提升。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优化

1、广泛调研群众需求，提高供需匹配

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文化消费

方式呈现立体化、多样化和动态化的特点，再加上这部分

群众受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收入、兴趣爱好、

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使用情况呈现结构性差异。因地制宜解决边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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