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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群众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探究 
张东兰 

曹县庄寨镇美丽乡村服务中心 

摘  要：本文针对现阶段我国群众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展开详细分析，包括文化活动内容缺乏多元性、资金来源缺乏稳定性、活动管理缺

乏规范化。在此基础上，从提高活动品质，展示群众文化活动魅力；全方位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丰富资金渠道，确保群众文化活动正

常运行；政府主导，规范管理，助力群众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发展几个层面入手，将其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解决，为进一步提高群众文化活动

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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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China，including a lack of diversity in cultural 

activity content，a lack of stability in funding sources，and a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in activity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ctivities and showcasing the charm of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Building a brand for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all aspects；Enrich funding channels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Star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leadership，standardized management，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we will addres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ne by one，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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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群众文化活动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文化

传承、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然而，

我们也必须正视群众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活动缺乏深度和内涵，

流于表面化；活动缺乏参与性和互动性，无法真正激发群众的创造

力和积极性。因此，我们需要探索解决策略，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

质量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现阶段我国群众文化活动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活动内容缺乏多元性 

目前，由于群众文化活动内容缺乏多元性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地方或社会团体在组织文化活动时过于偏重

于表演类项目，而忽视了群众参与感的培养。这种单一化的内容安

排使得群众仅仅成为观众或被动的参与者，缺乏真正的参与感，从

而导致群众对文化活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欠缺，无法与活动内容

产生深入的情感联系，难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共鸣；另一方

面，文化机构在设计群众文化活动时忽视了群众之间的差异需求。

他们往往将所有的群众视为一个整体，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年龄层和不同兴趣爱好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统一化的活动设计无法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导致部分群众对文化活动的兴趣和参与度

下降，活动缺乏吸引力和互动性[1]。 

（二）资金来源缺乏稳定性 

当前群众文化活动资金来源缺乏稳定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相关部门对群众文化活动的支持力度不够。地方文化活动的

资金支持仍然较为薄弱，导致群众文化活动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

第二，群众文化活动本身的运营难度与经费不匹配。在当前的市场

经济环境下，许多群众文化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尤其是在大型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场地租赁、演艺人员、道具材料

以及前期宣传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很多群众文化

活动要么依赖于赞助商或支持单位的资金，要么没有稳定的资金来

源，使群众文化活动面临着停摆或降低质量的风险[2]。 

（三）活动管理缺乏规范化 

在实践中，由于缺乏规范化管理机制，群众文化活动的举办单

位不能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甚至存在违规行为和不当做法。缺乏

规范化的管理导致活动举办过程中存在着经费管理不透明、安全保

障不到位、版权保护不完善等问题，给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参与群众

的权益保障带来隐患。部分举办单位在活动的策划、组织、执行等

环节中存在疏漏和不规范现象，缺乏规范化管理导致活动策划不

周、组织混乱、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活动效果不佳，

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甚至引发安全风险[3]。 

二、解决群众文化活动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提高活动品质，展示群众文化活动魅力 

通过拓展文化活动种类和提高文化活动的专业性和质量，不仅可

以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和发展，而且还能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和身

份认同。因此，相关部门和文化组织应加强协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资源，确保丰富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创新发展。 

因此，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应积极拓展文化活动种类，丰富文化

活动内容，使其更加多元化，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多种类型的

文化活动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活动形式。在活动的

策划和组织过程中，可以组织文艺演出、文化讲座、专题研讨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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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借助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呈现方式，使群众在参与

其中的同时，能够获取更加全面丰富的文化信息。比如，辽宁省群

众文化艺术活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搭建了公益演出平

台，使更多的群众有机会参与其中。通过邀请各类文化团体、艺术

家和专业人士的参与，可以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节目，包括传统戏

曲、音乐演奏、舞蹈表演、美术展览等，使参与者可以感受到丰富

多样的艺术魅力。同时，还可以通过提高文化活动的专业性和质量

来丰富文化活动内容，在活动组织和策划中，邀请专业人士参与，

包括艺术家、文化学者、文化传媒机构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

专业知识，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文化表演、讲座和展览等活动。通过

提升活动的专业性，可以为群众提供更具深度和品质的文化体验，

培养群众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4]。 

（二）全方位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想要有效建立文化活动品牌，需要制定品牌策划方案、增加社

交属性、与其他品牌合作、注重宣传和推广，并注重品牌的品质和

持续改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建立起具有独特魅力和影响力的文

化活动品牌，为人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推动文化事业的发

展。因此，群众文化活动中心通过制定专门的品牌策划方案，包括

确定活动的核心理念和宗旨，制定品牌名称和标志设计、确定品牌

的核心价值和独特特色，助于确立品牌形象，使其在人们心中产生

深刻的印象和认知。与社区建立积极的合作，将活动与当地的社区

文化紧密结合，为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与企业合作可以

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和赞助，提高活动的规模和品质；与其他品牌

合作可以互相借力，共同推广和宣传活动，扩大其影响力和知名度。

利用多种媒体渠道，如电视、广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广泛宣传

活动的品牌形象和特色，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观众。开展宣传活动，

如新闻发布会、路演等，增加媒体的曝光度和报道，提高品牌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确保活动内容和组织具有高质量和专业水准，满足

参与者的期待和需求。定期进行评估和反馈，从参与者和观众的角

度收集意见与建议，不断改进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内容设计，提升品

牌的竞争力和吸引力[5]。 

（三）丰富资金渠道，确保群众文化活动正常运行 

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使群众文化活动

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支持。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在筹集资金时，要注重

保持活动的品质和特色，选择合理的资金筹集方式，遵守相关的审

批程序，确保群众文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文

化需求。因此，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应借助现代化集资平台，获取社

会各界的资金捐赠，汇集资金，保证活动的品质和传播效果。在筹

集资金时，需要注意保证活动的品质和特色，并选择合理的资金筹

集方式。对于规模较大的群众文化活动，可以考虑利用政府专项资

金的支持，需要与相关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按照规定的程

序申请资金支持；对于规模较小或初创的群众文化活动，可以寻求

私人或企业的赞助，需要与潜在赞助商建立合作关系，展示活动的

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获得他们的支持。此外，在资金筹集过程中，

需要扩大资金渠道，并严格遵守资金审批程序，维护群众文化活动

的合法性和规范化。通过与不同类型的赞助商、政府机构和资助机

构建立合作关系，减少对单一资金来源的依赖，降低财务风险[6]。 

（四）政府主导，规范管理，助力群众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发展 

坚持政府主导和规范管理是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发展

的有效途径，政府在其中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通过规范管理，确

保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同时，与社会各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形成

合力，共同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繁荣和提升，充分满足公众对文化

活动的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因

此，在新时期的群众文化活动中，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应坚持政府主

导和规范管理，从中获取组织和引导力量，通过执行政府部门制定

相关政策和法规，明确群众文化活动的定位、目标和发展方向[7]。

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协调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促进各方资源的

整合和协同，使群众文化活动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政府可以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对群众文化

活动的监督和指导，规范活动的举办和组织过程。通过严格的准入

门槛、活动审批和备案制度，筛选规范的活动内容，防止低俗、娱

乐化等不良因素的滋生，并加强对场地、设备和安全的管理，保障

参与者的权益和安全，从而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品质和形象，增强

公众对活动的信任和参与热情。此外，政府可以与企业、社区、非

营利组织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和推

动。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承担责任，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8]。 

结束语： 

在新时期背景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不断

提升，我们对群众文化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对存在问题的

深入分析和解决策略的探究，我们可以改进和创新群众文化活动，

使其更加富有内涵、参与性和互动性，真正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

要力量。使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引导和管理，激

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使群众文化活动成为促进社会进步

和人民幸福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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