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政办〔2024〕88号

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平安区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

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现将《平安区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6月 19日



平安区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案

为全力推进平安区总分馆建设有序进行，建立以区级文化馆

为总馆、各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各村（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为服务点的总分馆体系，根据青海省文化和旅游

厅《关于印发青海省 2024年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文旅发〔2023〕213 号）要求，结合我区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服务群众

为中心，持续以优先做强总馆为核心，以资源共享和能力提升为

着力点，按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

便利性的基本要求，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量力而行，实施符合

平安实际，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馆总分馆建设项目。

二、建设目标

坚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全面统筹盘活文化资源，2024

年持续推进区级总分馆制建设，服务设施集约管理及社会化，按

照“1+8+N”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任务，统一加挂平安区文

化馆 XX分馆牌子；N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统一

加挂平安区文化馆 XX村（社区）服务点牌子。建成以 1家平安

区文化馆为总馆、8家乡镇综合文化站为分馆、N个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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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服务中心为服务点的服务体系，为实施统一服务标识全区

各乡镇（街道）文化站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上下联通、运行有序、

管理规范的服务机制基本形成，以此盘活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资

源，实现资源共享化、设施标准化、服务体系化，统一人员调配、

统一绩效评估，不断提升总分馆服务的标准化、群众文化活动更

加丰富多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力进一步激发。

三、组织机构

为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我区 2024年度总分馆建设工作方案的

顺利推进，现成立平安区总分馆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

下：

组 长：杨以军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挂职）副 组

长：苏倩男 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李亚敏 区志办主任

成 员：韩世兰 平安街道武装部长

贾有志 小峡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赵晶霞 三合镇副镇长

马雅婷 巴藏沟乡副乡长

马玉海 沙沟乡副乡长

杨顺娟 古城乡副乡长

石荣磊 洪水泉乡副乡长

马雅莉 石灰窑乡副乡长

董少兴 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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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怀兴 区财政局副局长

王永立 区文化馆馆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文广局，董少兴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区文化馆负责开展日常工作。

四、建设内容

（一）统筹文化活动

区总馆引导各乡镇（街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培育和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形成乡有品牌活动、村有特色活

动的发展格局；举办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集中展演活动，搭建

乡村文化和群众文艺展示平台；建立公众微信号，及时发布活动

信息，让更多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二）统筹文艺创作

区总馆统筹区域文艺创作，积极发挥各类艺术创作人才的优

势，创编和推出讴歌新时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歌舞、

小品、曲艺类新作品，提供给各级各类文艺团体使用。加大新作

品的推广宣传，优先支持新作品参加省市（州）的评奖、大赛、

展演等活动。

（三）统筹文艺辅导

区总馆统筹整合区域内的群众文化艺术人才资源，吸纳群

文、学校、工会、团委、民间艺术团体等各方面的艺术人才，组

建文化志愿服务队，统筹协调、合理安排，为乡村在元旦、春节

等重大节日期间的群众文化活动提供活动策划、艺术辅导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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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帮助基层提高文化活动质量。

（四）统筹送戏下乡

整合省、市、区面向基层的各类演出资源，由区总馆统一安

排演出场地，统筹兼顾乡村、社区、学校、企业、部队等，扩大

演出的受益面；统筹演出承接主体，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方式，鼓励和支持更多有实力的民间艺术团体、文艺宣传队、民

间剧团、曲艺社等社会艺术团体参与下基层演出活动。

（五）统筹队伍培训

区总馆统筹区域文化队伍培训，制定年度培训计划，落实

培训班次，以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站长、村级文化管理员、

文艺骨干、民间团队负责人等为重点对象，组织开展音乐、舞蹈、

曲艺等艺术培训，不断提高群众文化队伍的专业能力，培养一批

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人才。

（六）统筹演出器材设备调配

区总馆统一置办演出器材设备包括音响、乐器、服装等若

干套（组），根据当地乡村文化活动开展实际和群众的需求进行

统筹调配，激发基层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支持基层举办

有一定规模、较强影响力的群众文体活动，活跃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

五、建设标准

（一）区文化馆（总馆）

每年组织开展全域性、能够带动乡村文化发展的群众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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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少于 2次；每年组织创作舞蹈、曲艺、民间小戏等文艺作品

不少于 10 件；每年为乡镇分馆提供艺术辅导培训服务不少于 2

次、村服务点不少于 2次；每年为乡镇送戏下乡 6场；每年举办

乡村文艺骨干、文化能人培训班不少于 4次；购置音响、乐器、

服装等演出器材设备若干套。

（二）分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每年组织开展区域群众文化活动不少于 4次；每年组织创作

舞蹈、曲艺、民间小戏等文艺作品不少于 5件；每年为村服务点

提供艺术辅导培训服务不少于 2次；每年举办乡村文艺骨干、文

化能人培训班不少于 2次；拥有音响、乐器、服装等演出器材设

备。

（三）服务点（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及社会化服务点）

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不少于 4 次；每年组织创作舞

蹈、曲艺等文艺作品不少于 2件；每年举办文艺骨干、文化能人

培训班不少于 1次；拥有音响、乐器、服装等演出器材设备。

六、工作职责

（一）政府的主要职责。根据省文旅厅文件通知精神，区政

府承担总分馆建设的主体责任，负责领导、监督和保障责任，区

文体旅游广电局承担建设文化馆总分馆的运行工作机制和考评

机制；乡镇（街道）负责提供分馆服务设施和基本工作人员等其

他责任。

（二）总馆的主要职能。区文化馆（总馆）除认真履行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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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职能外，要在市级中心馆的指导下全面参与中心馆举办的

各类活动，参与全市的资源调配；组织指导各分馆之间的资源配

送，开展好文化骨干培训、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设备设施统筹、

数字文化服务、非遗保护、文化志愿服务等工作，定期下派业务

骨干到分馆指导工作。

（三）分馆的主要职能。各乡镇（街道）分馆除认真履行原

有的基本职能外，在总馆的指导下开展文化馆总分馆延伸服务及

相关工作；同时指导服务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辅导。

（四）服务点的主要职能。服务点除认真履行原有的基本职

能外，在总馆、分馆的指导下开展文化馆总分馆延伸服务及相关

工作。

七、组织保障

（一）明确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要加强分馆服务点建

设的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落实保障措施。结合实际，制定

可操作性强的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建设内容，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确保如期完成总分馆制建设任务。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将

加大对总分馆制建设工作的督促指导，适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二）提供投入保障。区财政局要将区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

设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点支持事项，通过现有资金渠道，为

总分馆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重点支持演出器材设备购置、

示范性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等。

（三）加强业务培训。区总馆要加大对分馆、服务点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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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工作，引导各分馆、服务点熟悉了解总分馆制的建设内容、

建设标准、建设要求。建立区文化馆与分馆帮扶机制，在人才培

训、艺术辅导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

（四）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和支持分馆因地制宜、创新实践。

利用各类媒体资源，及时总结和宣传总分馆制建设中创造的有效

做法和经验，特别是通过总分馆制建设增强自身活力、带动分馆、

盘活资源的有效做法。

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6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