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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发展完善。而就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来看，农村地区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偏

低。当前，我国越来越关注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构建，尝试通过完善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来

促进地区文化服务水平提升，为解决农村地区的公共文

化服务问题奠定基础。

1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涵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对相关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定义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实现公民文化权

利为逻辑起点的，为了满足社会公共文化需求建设的，

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行为，制定相关的制度

和系统的总称，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农村为基础，更关注农村

的利益，这是构建在农村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基础上的，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农民公共文化需求中对于相关文

化产品、服务行为、制度等的需求。考虑到农村地区经

济落后，因此，在建设公共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更多的

是依靠政府来承担相关费用。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以少

数民族地区特殊文化和地域为背景，以少数民族的农民

文化需要为宗旨而构建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

化产品、服务、相关制度和系统。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包含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文化政策体系，也就是制定和农村地区

相适应的文化政策、法律法规等，鼓励和保护农村地区

的公共文化。

第二，农村文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构建中，包含实现

农民文化权利构建的文化活动室、图书室、有线电视等，

设备类型多样，功能齐全。

第三，农村文化人才队伍体系构建，主要是培养和

吸收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专业人员，挖掘相关文

化开发和管理人员。

第四，农村文化活动内容和范围体系构建。尝试通

过开展技能培训、继续教育、专业技术应用等活动来促

进文化活动内容和范围扩大，通过多样化的民间工艺和

文化活动，促进地区文化传承发展。

第五，农村地区文化产业开发配套体系构建。就目

前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特色文化产业开发是

重点，而构建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有对应

的产业开发配套体系，这对于农村地区文化产业开发配

套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构建，需要重点从上述五方面做起，不过少数民族

地区具有其特殊性，需要结合特殊文化背景进行构建，

确保符合地区农村地区民众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需要，

同时也彰显地区特色。

2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现状

为了了解目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的现状和问题，笔者对于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进行

调查，通过走访调查，基本上对于这些地区农村的公共

文化建设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

2.1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

键，因为地域、经济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少数民族地

区农村温蔼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存在很大的不足。目前广

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一定

的不足，这时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普遍的问题，一

些农村中居住者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站建设基本上都

是设施陈旧、面积较小、缺乏内容的，甚至完全没有文

化站。在这些地区，农村居民很少有机会进行相关阅

读，他们对于信息的获取量非常少，甚至连国家大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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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

此外，导致地区文化基础建设落后的因素中，少数

民族通讯网络建设不足也是重点原因之一。广西少数民

族地区居民很多都是住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的，这里的

信号往往没有完全覆盖，他们无法及时收获外面的信息，

自身也没有广播电台。即使有部分电视可以收看，但是

很多少数民族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不高，普通话不流利，

他们也很难听懂电视台的一些节目，所以对于外界的信

息获取十分有限。此外，在宽带网建设上，普及率非

常低。

2.2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欠缺
目前，广西少数民族中，居民开展公共文化生活的

频率较低，很多居民基本上没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意识，

也很少有这类的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再加上相关文化活

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所以整体上文化生活质量很低。

在调查中发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一般一

年下来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很少，基本上是一年一次。

而对于当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因为文化主体缺

失和外来文化冲击，导致举办次数不断减少，这使得地

区的文化贫困现象更加严重。

在地区的多数少数民族村庄中，除了政府开展的宋

文华下乡活动，其他活动很少。宋文华也只是简单的巡

回演出，和当地农民的文化需要是不相符的。而这些送

文化下乡活动，多数是以巡演的方式进行的，实际送图

书、资料、电影、录像等下乡的比较少，这就导致目前

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发展越来越落后。

2.3 农村地区优秀文化人才短缺
开展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

人才培养也是关键。文化人才队伍是目前广西少数民族

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基础和前提。不过，

就目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文化人才培养情况来看，

人才短板比较明显。

目前，地区农村缺乏的是文化开发和传承的带头

人，在一些少数民族农村，因为地区居民对于地区的民

俗、民风等有一定非物质遗产价值的认识并不深刻，他

们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对于少数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开

发和传承并不重视。此外，在已经建设的地区文化人才

队伍中，很多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对于文化人才队伍的

维护和管理也不稳定，导致人才流失严重，目前广西少

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很多文化站人员短缺严重，一些文化

站并没有专职人员，相关的文化人才建设队伍落后，这

些都导致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很大的 
短板。

3  广西少数民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对策

3.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基础
结合目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需要，相关地区要狠抓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公

共服务网络。结合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项目，深入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全面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

化广场、农村广播等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加快建成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在推进广西少数民族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在抓紧时

间进行道路、市场等设施建设的同时，也正在紧张进行

乡村大舞台、篮球场、农民健身场所等文化基础设施的

建设施工。在调研中要详细查看规划图、听取相关情况

介绍，并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不断加快农村地区公

共文化建设对策。农民富裕要靠产业支撑，是学、乐、

美的基础。但要提升新农村建设内涵和档次，让基层群

众真正的感觉到幸福，就必须要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3.2 开展多样化文化活动，促进农村地区文化
发展
要促进目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

建，必须要将少数民族农村的文化建设工作放在重要位

置，确保相关文化建设工作能够常态化开展。地区要积

极组织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送政策下基层，把党的方

针政策、强农惠农举措以及脱贫攻坚、致富兴业、农村

改革等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传达给农民，给农

民讲明白。

通过送文化下基层，用先进文化理念占领农村文化

阵地，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引

导农村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抵制陈规陋习等。同

时，要做好送服务下基层，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农村广

泛开展科技服务和科学普及活动，提高农民科技意识、

科技致富能力和科学素养。

3.3 强化人才培养，促进文化服务质量提升
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农村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工作，需要以加强队伍机制建设为保障，引导各级

各类人才向农村流动，组织农业、科技、法律、卫生

等方面专家学者，面向农民经常性开展知识和技能培

训，培养技术骨干和致富带头人。在基层文化服务人才

培养中，要以“培养基层队伍，丰富群众活动”为目

标，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方式，重点

在舞蹈、声乐等方面，开展集中培训，或“走下去”深

入基层一线进行定点辅导，打造一支扎根人民、服务

人民“不走的”文化队伍。针对相关人员开展分级培

训，加强农村基层文化人才培养。培养多门类、多层

次、符合当地特点的各类基层文艺骨干对基层文化人才

进行全员培训。开设基层书院，聘请文化程度高、表述

能力强、熟知历史文化的长者担任讲解员，积极满足广

大基层民众学文化、增知识的欲望。聘请文化带头人对

各村爱好文艺人员定期开展排舞、太极拳、腰鼓、健身

操等文艺项目的教学培训，让他们活跃在各村居举办各

类文化活动。通过为基层人民搭建有效的文化学习和传

播平台，扩大整体的文化队伍建设基础，提升基层文化

工作者的文化水平。通过有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促

进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动力 
充足。

4  结语

少数民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对于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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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广西地区少数民族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在文

化基础设施不足、文化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文化管理

人才不足等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广西少数民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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