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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水平艺术殿堂 铸就新时代文化辉煌
在中国美术馆建馆开放60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
家老艺术家回信，提出殷切期望。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中国美
术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至上
办馆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
务上下功夫，努力打造新时代人民群众
欣赏美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国家级
乃至世界级艺术殿堂，为繁荣发展中国
美术事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更大贡献”。

栉风沐雨六十年。1963年5月23
日，中国美术馆建成开放。60年间，中
国美术馆收藏各类中外美术作品13万
余件，举办具有影响力的美术展览
5500余场，持续向社会公众奉献艺术
经典，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亮丽风景
线。今天，无论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还是为人民群
众创造高品质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都呼唤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平台的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等“四馆”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收藏是“四馆”发展的底蕴
和底气。高质量收藏是立馆之本，关键
在于精与全。收藏的“精”是指精品、经

典。面对浩瀚的世界，无论是美术馆的
美术作品、博物馆的藏品收集，还是图
书馆图书资料的选取，好中选优是收藏
遴选的原则。具体来说，这里的“经典”
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说其是“历史
的”，是指在人类历史中诞生的传世精
神产品，代表世界人类文明的典范，是
不同时代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我们从
中可以增识益智。说其是“当下的”，是
因为经典具有典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历久弥新。

收藏的“全”，不仅指收藏品类的
“全”，还指收藏路径和方式的“全”。前
者是指诸如古籍等版本种类的“全”和
各个时代文化经典的“全”；后者指收藏
渠道、方式的“全”，也就是努力拓展收
藏路径。譬如，国内层面采用政府、民
间和个人等不同路径的收集方式；国际
层面加强文化合作，推动国家和地区文
化交流与合作机制化发展，通过成立国
际联盟等民间组织，以购买、置换等方
式拓展经典藏品的收藏渠道。

高水平利用是“四馆”发展的功效
和功力。这也是使高质量收藏发挥功
效的重要平台和环节。其中，科技赋能
是值得关注的有效方式。融媒信息化
时代，如何利用好前沿技术，实现文化

的数字化生存与传播，已经成为“四馆”
建设的重中之重。譬如，“公共数字文
化工程”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公共文化
服务新业态的形成，实现图书馆、文化
馆的高水平覆盖与高水平利用；强化智
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提升数字文化馆网
络化与智能化水平，可以不断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此外，随着虚
拟现实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实融合”场
景也频频现身博物馆与美术馆，沉浸式
观赏有助于观众领略展品厚重的历史
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观展体验成
功实现展品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此外，
科技赋能还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
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高品质服务是“四馆”发展的保障
和保质。优质服务是发挥高水平收藏
社会效益、有效提升高水平利用的助燃
器。我们努力打造国家级乃至世界级
艺术殿堂，大力发展社会公共文化，初
衷在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本质
在于践行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服务
人民。因此，高品质服务既是“四馆”建
设目的又是具体实施路径。

优化服务质量，首先是逐步扩大向
公众免费开放的范围，实现文化资源的
公益化，尤其是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

免费开放，与学校综合实践活动相衔
接，助力青少年加强历史文化学习，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健康审美
观，提高文化素养，实现立德树人“社会
大课堂”的功效。其次，完善“四馆”文
化体系建设，强化资源共享与融通互动
机制，推进服务的便捷化。加强公共数
字文化建设，丰富服务渠道，拓展服务
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与个性
化、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多层次服务，打
造基于新媒体的数字服务新业态。再
次，打造综合、融合、多元的服务功能体
系。譬如，增加面向社区居民的图书阅
读、培训讲座、艺术鉴赏等普及与提高
相结合的文化服务活动，强化对不同群
体的精准服务。最后，增强旅游休闲、
观赏学习、参与体验功能的融通，采用
解说导览、文艺汇演、专题讲座、志愿者
服务等综合方式，让社会群众获得多样
化体验服务，实现寓教于乐。

艺术，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运，与国
运紧密相牵。持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机构标准化、均等化建设，不断健全完
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铸就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光明日报）

遍布城乡的文化馆（站），是公共文
化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也是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长期
以来，文化馆在社会上的“能见度”和

“存在感”比较低。作为文化事业单位，
不少文化馆习惯做政府交办事项的“落
实者”，缺乏为群众服务的主动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为文化馆行业
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
向。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各级文化馆要按照高质量发展
的工作总基调，在全民艺术普及中，重
点推进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青少年美
育、沉浸式体验空间打造等工程，将文
化馆打造成开放、年轻、数字化、面向基
层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开门办馆，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文化馆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公益性机构，人民群众在哪里，文化馆
的服务就应该出现在哪里。这要求文
化馆必须开门办馆，不能将业务局限在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比如，很多文
化馆过去“早上开门、晚上关门”，员工
上班也是“朝九晚五”，这显然难以满足
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打造开放的文
化馆就要打破过去“朝九晚五”的开放
方式，坚持延时、错时开放以及预约服
务、馆外服务等理念，为不同时间段进
馆的群众提供更多选择。在服务模式
上，应走出场馆，采用流动文化车、流动
舞台车等方式，将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

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是文化馆的一
项重要工作。过去一些群众文化活
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馆的员工是主
角，群众是配角。打造开放的文化馆

就要让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真正主
角。比如，近几年，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策划推出村晚、百姓广场舞交流
展示、“大家唱”群众歌咏、“百姓大舞
台”等全国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把舞
台完全还给群众，大大激发了群众文
化的活力。

打造开放的文化馆，还应积极拥抱
变化，调动吸引各方力量参与到群众文
化中。比如，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带
领各级文化馆积极与央视频、视界、抖
音、快手、微博、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合
作，打造文化馆行业新媒体矩阵，扩大
了文化馆行业的声量；建立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全民艺术普及专项基金，吸纳社
会资金加入合作，对文化馆的公共文化
事业精准补贴，形成全社会共建文明社
会的良好循环；与国家级文艺院团合
作，把顶级的艺术资源通过云端向全国
推送。

抓住数字化机遇，走近年轻人

过去，文化馆以妇女、儿童、老年人
为主要服务对象，文化馆人戏称自己是

“386199部队”。当今社会，年轻人的
文化需求十分旺盛。文化馆要想扩大
影响力，就应提供更多面向各类人群特
别是能吸引年轻人的文化服务项目和
活动。

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
验空间，是文化馆增加服务形式、丰富
服务内容的可行之策。目前，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正推动在文化馆设立沉
浸式文化体验空间。沉浸式文化体验
空间引入全新的服务理念和健康的故
事内容，将文化馆的现实空间与虚拟空
间结合起来，有利于吸引更多年轻人进
入文化馆。

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数字化服务，
不仅是文化馆吸引年轻人的重要方式，
也是文化馆提升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
围的重要途径。2017年，全国公共文
化发展中心开始探索建设国家公共文
化云。2021年，公共文化云被列为文
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时期重点项目。

通过搭建“1+N”形式的公共文化
云平台，地方云与国家云联通，汇聚形
成资源池、用户池、数据池。目前，国
家公共文化云已覆盖全国，成为安全、
便捷、权威、丰富、开放的全民艺术普
及公共服务总平台。该云平台上，有

“看直播”“享活动”“学才艺”“订场馆”
“读好书”“赶大集”等不同的服务板
块。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通过公共
文化云，推出云上群星奖、云上广场
舞、云上村晚、云上大家唱等全民艺术
普及品牌活动，把文化服务通过云平
台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满足了他们的
文化艺术需求。

满足乡村群众需求，补齐服务短板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不平衡”

“不充分”在公共文化领域的一个表现
就是，与城市相比，乡村的公共文化服
务依然存在较大短板。文化馆能否提
供乡村群众需要的文化服务，能否把优
质服务送到乡村群众身边，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短板能
否补齐。

各地农村都有大量闲置的空间，
文化馆有效利用这部分空间开展文化
服务，既能帮助乡村盘活资源，又能延
伸自身服务手臂，扩大服务范围。目
前，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正在举办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交流展示活动，
将推出一批“美”“好”“新”的乡村公共
文化空间，这将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一直以来，乡村文艺骨干处于极
度缺乏的状态。现有的乡村文艺骨干
由于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培
训，所以在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时往往
力不从心。要补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的短板，必须为乡村输送培养一定数
量的文艺人才。在这方面，文化馆应
该也可以有所作为。全国公共文化发
展中心联合中国文化馆协会计划开展

“乡村文化骨干艺术能力提升计划”，
对县、乡、村三级文艺骨干人才进行艺
术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基层文化馆
（站）人员的服务能力，进一步激发基
层文化馆（站）的活力。

除了培养乡村文化骨干，2021年
以来，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还统筹全
国3000多家文化馆资源，以“培育乡村
网红、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实施“乡
村网红”培育计划，发掘培育了一大批
优秀“乡村网红”志愿者，让“乡村网红”
成为乡村振兴的代言人、推介官和数字
时代新型文化志愿者。这项工作不仅
用文化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也丰富了
基层文化馆（站）文化志愿服务的内容，
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积累
了经验。

总之，文化馆作为基础性的公共文
化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承担
着保基本、促公平的基础性作用。新形
势下，各级文化馆（站）应瞄准群众的文
化需求，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创新服务
形式，丰富服务内容，不断提升群众的
文化获得感，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事业深入发展。（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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