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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县文化活动中心
开展“吕剧文化进校园”
培训活动。从娃娃抓起，
从课堂抓起。对爱好吕剧
的小学员展开吕剧身段、
唱腔、表演系统教学，为
培养传承人打好基础。

□李娟 报道

吕剧文化进校园

2月21日，在无棣县
小泊头镇中心小学，非遗
传承人朱延安（右）在向
小徒弟们传授三弦书弹奏
技法。自2011年起，他定
期来校开课收徒，义务指
导小学生们弹奏三弦书。

□初宝瑞 报道

非遗传人开课收徒

“三八”妇女节到来之
际，沾化县下河乡组织各
村文艺宣传队精心排练新
节目，准备在“三八节”为
妇女们献上一场精彩的文
艺晚会，让全乡妇女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商凯 报道

精心排练迎“三八”

2月23日，参加活动的
孩子向芭蕾演员(左一)学芭
蕾基本站姿。当日，上海芭
蕾舞团部分演员走进南京红
山公园社区表演并普及芭蕾
知识。参加活动的儿童及部
分家庭还获赠了礼物。

□新华社发

芭蕾演员进社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在济南召开的全省

文化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获悉，省文化厅将在
全省文化系统组织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说，要严
格落实应急预案和值班报告制度，建立应急演练长
效机制，各单位每年至少开展2次应急演练活动，
提高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能力。

这次大检查将以范围全覆盖、隐患全查清、责
任全认领、整改全到位、信息全公开“五个全”为
具体要求，全面排查演出场馆、公共文化场馆、文
化娱乐场所，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维持安全生产良
好态势。省文化厅还与各直属单位签署了2014年安
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徐向红说，目前，我省拥有网吧10000多家，
公共文化场馆4000多处，卡拉ok、歌舞厅等面广量
大，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增多，稍不注意，就有
可能发生安全事故，安全生产任务十分繁重。省直
各院团、各公共文化场馆大型活动多，人员密集，
如果放松警惕，工作不细致、不扎实，也极易在安
全上出问题，安全工作不容忽视。

徐向红要求，要扎实开展春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行动。检查范围“全覆盖”，既包括演出场馆，也
包括公共文化场馆，既涉及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也
涉及社会文化市场经营企业(业户)。要对全省网吧、
文化娱乐场所、演出场馆、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
文化馆(站)及各类文化活动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
专项检查，实现无缝覆盖。“要结合省政府部署开展
的安全生产资质检查专项行动，全面检查涉及安全
生产的相关证照资质，并进行备案整治，切实提升安
全生产规范化、法制化管理水平。”

隐患清查工作也将非常细致。要组织消防人
员、安全生产专家等，帮助全面排查安全隐患。重
点检查文化场所地下管网、电器线路、燃气管道等
隐蔽致灾隐患；检查公共文化场所的安全通道、消
防通道、紧急疏散出口等是否畅通无阻，是否被人
为锁死和堵塞，活动期间是否有人值守；检查舞台
装置、吊竿、幕布等是否安全，电路是否老化，疏
散标志、应急照明设备、供电设备等是否完好，消
防安全是否达标；检查是否有应急预案，以及启动
应急响应的措施是否完备等。

徐向红表示，各级文化系统要层层签订安全责
任状，分解落实安全责任，对安全隐患实行“零容
忍”，加大治理力度，能立即解决的马上解决，坚
决杜绝演出剧场、娱乐场所、网吧等倒锁大门、无
人值守，或值守人员擅离岗位等严重漠视人民生命
安全问题；坚决杜绝对各种事故隐患漠然视之、借
故推托、带病经营的现象。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从客观上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起步较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今年2月，从全
省图书馆到文化馆，我省连续举办两次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训班，来自全国的专家
就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推动公共文化体
系建设补齐“短板”。

对于目前发展现状，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事
业发展处处长白雪华表示，“我国‘大公共文化
服务’框架尚未建立，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部门
职能交叉，资金投入分散，文、广、新、工、青、妇、
科、体等部门公共文化资源缺乏统筹，难以发挥
综合效益。”

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不足”

从全国来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体系初步形成。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县
级以上公共图书馆3076个、文化馆3301个以及
乡镇（街道）文化站4万多个。

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依然薄
弱。“从1991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文化事业费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八五’时期为0 . 5%、

‘九五’为0 . 45%、‘十五’为0 . 39%、‘十一五’为

0 . 38%，其中2010年和2011年均为0 . 36%，降到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白雪华表示，“相对于教
育、卫生、科技等其他领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
重的大幅度增长，近年来文化事业费比重一直在
回落，文化与其他社会事业的差距被逐渐拉大。”

白雪华认为，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公共文化
设施“落后”。“按照国际图联标准，每5万人应拥
有一所图书馆，有效服务半径标准为4公里，而我
国平均46万人才有一个馆，平均辐射半径为57公
里。而日本平均7700人就拥有一所公民馆。”

“目前，我们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不足，针对
性和实效性不强，效益偏低。”白雪华以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为例说，美国公共图书馆年人均借
书量7 . 7册，日本为5 . 9册，我国仅为0 . 2册；2011
年日本公民馆人均到馆1 . 8次，我国文化馆人均
到馆0 . 18次。“在农村基层，广大农民看书难、看
电影难、看戏难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文化设施“重建设轻管理”

近年来，全国各地加大投入，建成了不少规
模大、标准高的公共文化设施，但不少地方把投
入的重点放在文化设施等硬件建设上，而对配
套设备购置及维护、资源建设、服务开展等缺乏
应有的资金支持，一些设施处于“空壳”状态，难

以正常运行。
白雪华认为，“这源于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对

文化建设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视不
够。没有建立以效能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绩
效评价机制，部分地方没有将公共文化服务纳
入政府效能考核，缺少刚性约束。”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的态势
尚未根本改观。尤其是针对老人、少年儿童、残
疾人、农民工和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的公共文化
资源和项目普遍偏少，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要求在不少地方尚未落
实，公共文化服务群体差距仍然明显。

白雪华表示，“我国公益性文化单位运行经
费投入不足，没有形成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公
共文化服务模式，导致供给与需求脱节、效能不
高。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和营运仍
零星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政府、市场、社会之间
的良性互动机制也没有形成。”

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目前，我国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面积
达标率仅为55 . 1%和33%，36 . 7%的县级公共图书
馆和43 . 1%的县级文化馆建于1990年之前，53%
的行政村还没有文化室。在农村基层，特别是地

广人稀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还没有很好
地解决设施有效覆盖问题。

据统计，在2010年，我国各级财政对农村文
化投入共计116 . 41亿元，但仅占到全国文化事业
费的36%。白雪华表示，“我国城乡基层公共文化
资源匮乏、缺乏整合、部分资源不符合需求的问
题仍然突出，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的问题并存。”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李国新表示，现在我们的城市有图书馆、博
物馆、美术馆以及科技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
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我们的农村有农家书
屋、党员教育室、体育活动室等，造成资源的极
大浪费。

白雪华认为，“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实行
的是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条条’建设模式，
财政资金、设施建设项目和重大文化惠民工程
分散在文、广新、工、青、妇、体等各个部门，无法
发挥综合效益，这直接导致了资源不足与资源
浪费并存。”

李国新认为，“我们把工、青、妇、科教系统
的设施和资源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农家
书屋与基层公共图书馆统筹发展，把乡村文化
服务中心与乡村学校融合发展，建设综合性的
文化服务中心，这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科学
协调发展的‘突破口’。”

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资金投入分散

公共文化，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

□ 王红军

前两天，有朋友到省图书馆阅览室，好不
容易才抢到一个座位，“看书的人怎么这么
多？”让老百姓零门槛进入“三馆”，这是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的一大飞跃。但是，在图书馆
回归公益本质的路途上，我们的图书馆还需要
再加把劲。

自2011年开始，我国对“三馆”实行免费开
放。而早在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在馆长褚树
青的主持倡导下，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迄今
已有整整10多年了。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拾荒
者，甚至乞丐，图书馆来者不拒，待之如宾。

以前，我们的图书馆都会和大剧院、音乐
厅等文化场所一样，明确衣衫不整、着拖鞋及
背心者不能入内。2003年，杭州图书馆率先去
掉了这个“门槛”，就像去公园以及其他公共空
间一样，读者只需要遵守杭州市市民准则就可
以了。

当然，也有人投诉，说允许乞丐进馆是对
其他读者的不尊重。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

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于是，有
网友将褚树青与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前馆长博
尔赫斯相提并论，博尔赫斯有句名言：“如果有
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为什么流浪者到公园不会引起大家的注
意，到公共图书馆就引起争议？在图书馆产业
化发展屡屡碰壁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图书馆的
人文精神和公共属性。但一直到新世纪，随着
国家民主建设的推进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深
入人心，我们才真正完成了图书馆公共性的革
命，实现了“三馆”零门槛进入，也为图书馆重
塑公益性形象提供了机遇。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荷兰图书馆学家舒茨
就提出，“公共图书馆是市民的第二起居室”。
我们以前将图书馆视作“知识的殿堂”，但现在
图书馆逐渐走向平民化，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
由进出图书馆，进来后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干，
打打瞌睡也是可以的。

这个“零门槛”是否意味着全免费？按照有
关规定，公共图书馆除基本公共服务外，为满
足广大基层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开展

的多种多样的公益性服务，如公共图书馆深度
参考咨询服务、赔偿性收费和高端艺术培训服
务等，可以收取合理费用。

但在“零门槛”方面，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可
以做得更好。比如，许多图书馆在办理借阅证
时都有押金制度。从理论上说，这个“押金”不
属于收费，是为了预防不还书或丢失、损坏文
献资料又不赔偿的预防性收费，但严格来说这
个钱也可以不收。

没有押金制约，外借的书能否如期归还？
2008年，疑虑重重的杭州图书馆，就取消了外借
图书的押金制度，读者只需凭借身份证或市民
卡就可进馆借书，一次可借20册，逾期不还罚款
上限为3元。但到目前，杭州图书馆的丢书率仅
为0 . 17%，这一数据不仅低于国内其他图书馆，
而且低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平均水平0 .5%。

在公共性方面，我们依然没有杜绝馆藏图
书产业化的现象。在一次编撰“百科图论”书籍
的过程中，楮树青向其他图书馆“求助”，最终
在国家图书馆需要交纳部分费用，而台湾中央
图书馆、日本图书馆不仅免费寄送了复印、图

片资料，并附注“如果你发现我们馆里的其他
内容，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非常高兴为你提
供服务”。真正的公共图书馆，不仅乐意和支持

“外人”利用馆藏进行出版，而且认为这就是图
书馆存在的价值。

多年来，我们拆掉了图书馆对衣着设置的
门槛，拆掉了图书馆城乡区域不能互通的门
槛，也部分拆掉了借书需要押金的门槛，部分
拆掉了传统图书馆典藏阅读的门槛，也即将拆
掉“图书馆是一个管理机构”的门槛……但是，
我们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有的图书馆都应该是市民自由穿行的
空间，让更多的人进来，让更多的人喜欢，这只
是第一步。

拆掉那些出入的“门槛”
——— 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来走向的思考之一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全省文

化馆馆长会议上获悉，按照文化部的标准，
我省将在2015年完成整体创建成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目标，着力推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其中，文化馆
的建设、管理与服务都是重要内容。

过去一年，我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大步推进，国家级和省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今年，我省将组织开展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能力建设年活动。统筹推进县级
两馆设施完善、乡镇综合文化站规范提升、
乡村文化小广场建设、城乡数字文化服务，
抓好重点场馆有效利用；建立部门协调机
制，积极推进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
技普及、体育健身等资源整合，建设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配合“乡村文明行动”，完
善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我省明年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示范区

全省文化系统设定

“五个全”安全生产标准

王蒙：我和命运打了个平手

●“我也有倒霉和幸运的时候，我也有无妄之
灾、溢美之誉，我并不是有多么纠结、郁闷，或者
特别的骄傲、牛气冲天，但是我至少能说的是，我
还有许多东西要写，我还有很多故事、感受、思
考、分析要写。”

——— 如今已８０岁高龄的王蒙如是说。１９５３年写
作的第一本书《青春万岁》让王蒙成为中国家喻户
晓的作家。60多年后，王蒙已收获近百部小说，成
为中国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的作家之一。“今年３
月份将出版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烦闷与激
情》”，王蒙说，“这部２８万字的文本直接写感
觉、写印象、写心灵读本。自己在这样一个年龄还
能这么写，也感到安慰。这些都是内心独白，其实
写到书里非常阳光非常快乐。”

莫言：中土应加强

文学作品互译
●“作为作家，我们最关心的是文化交流，目

前最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 在土耳其进行历时一周访问的莫言，２月

２２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这样说。莫言是
土耳其政府“百位中国学者”访土项目的最后一位
客人。他坦言，中国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被
翻译成土耳其文的并不多。同样，中国广大读者所
知道的土耳其文学也只限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
罕·帕慕克。莫言说，他和帕慕克愿意大力支持中
土文学翻译工作。莫言已与土耳其出版社签署合
同，将出版４部书，其中包括《生死疲劳》《丰乳
肥臀》和《蛙》。

（于国鹏 辑）

 无棣县信阳镇魏王庙庙会上，各种
传统民俗表演热闹纷呈，方圆百里的群众逛
庙会看演出，好不快乐。新春正月，各地庙
会成为传统民俗节目的舞台。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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