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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C_96_E5_B1_80_E5_c25_248944.htm XX县处于老、边、穷

地区，属国定贫困县。全县辖12个乡(镇、埸)，23万人口，其

中农业人口17万，城镇人口5万。由于县域经济底子薄，发展

相对滞后，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导致农村文化

生活相对贫乏。虽然多年来县委、县政府在财力困难的情况

下，尽其所能地不断加大投入，扶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取得

一定成效，但全县农村文化建设欠账较多的问题仍然存在,发

展农村文化事业任重道远。 一、当前农村文化工作基本情况

1、农民文化生活基本状况 全县农村文化工作发展不够平衡

，12个乡(镇、埸)中，只有2个乡镇群众文化活动开展较好。

其他10个乡(镇、埸)文化活动相对较差。 XX镇历届党委、政

府都十分重视文化工作，不但从队伍力量上配好配强，挑选

得力干部担任镇文化站长，而且在物力、财力多方面予以鼎

力支持。去年，该镇在镇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拨款1000元举

行全镇农民业余剧团文艺汇演，并筹款10万元兴建了镇文化

教育中心。XX镇文化站目前已跻身全省“百强文化站”行列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镇农民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

困并初步走向富裕，XX镇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在“软硬”

兼施，用较短的时间于全镇范围全面普及了广播、电视的同

时，利用XX传统戏曲文化积淀较深的基础，以村落、街道为

单位，以老艺人和文艺爱好者为骨干，迅速恢复组建起两个

农民业余剧团。剧团采取政府扶持、农民企业家和农户捐资

等多渠道解决经费，改造旧祠堂作小剧院，添置了音响、服



装、管弦乐器、导具、面具等设备。剧团不但抢救、排演了

大量传统戏曲剧目，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并带动了电影、

图书、民俗庆典、体育休闲等一系列文化活动。特别是业余

剧团保留的“X戏”戏曲曲牌，为省、市戏曲音乐挖掘研究

“海盐腔”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剧团还创作排练了一批现代

节目，如小戏曲、小品、歌舞，生动及时地反映了农村生活

，多次参加市、县农民会演并获奖。农闲时节，剧团不但在

本地演出，还去邻省邻县农村演出。今年四月，市电视台

将XXX农民剧团演出的三夜本X戏摄录制作成光盘，作为当地

珍贵的文化遗产保留。像XX镇那样，将农村文化工作开展得

同样有声有色的还有XX镇。 另外一些农村文化工作开展较差

的乡镇，情况大致相似。这些乡镇，80年代兴建的农村影剧

院绝大部分已租给人种香菇、木耳，做仓库，因年久失修，

已舞台坍塌，墙面剥离，基本上都成了危房。近年来，这些

地方农民的文化生活，除了看看电视，就是搓麻将、打扑克

，终年难看到一场戏或电影，偶尔有县文化部门送戏下乡，

逢圩日公演一场，人们便趋之若鹜，纷纷从五里三乡汇集一

处，熙熙攘攘，煞是热闹，农民兴奋之余，总盼着这样的活

动一年能多搞几次。 2、农村文化工作硬件建设状况 我县较

大型的文化设施主要有：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剧院

、电影院、新华书店、文化电视大楼等。其中，县图书馆、

博物馆、文化馆始建于1982年，三馆总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

，因年久失修现均成危房，最近巳被迫拆除。县电影院建

于1984年，总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也属危房，限期在年底

拆除。现有县城群众文化活动场所仅剩新华书店和县剧院二

处。由于硬件建设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



。如县文化馆目前除了有几间办公室和一套音响设备外，既

无排练演出场所，也无展览及专业文化培训用房，难以承担

县级较大型的群众文化活动。1997年为举办全县农村“迎香

港回归”业余汇演，就曾请求县烟草公司赞助了埸景、道具

等经费8千元，作为回报，20个节目有8个插了烟草广告，由

此可见农村文化工作之困迫与无奈。 3、政府对农村文化的

供给状况 尽管我县经济相对落后，但县委、县政府对农村文

化工作还是非常重视，在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县乡两

级财政近几年累计已投入了近60万元用于以下农村文化事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 1998年XXX垦殖场自筹资金10万元，修善

文化礼堂一座。 1999年县财政拨款20万元兴建XX镇精神文明

活动中心一座，总建筑面积800平方米；中宣部配送了扩音设

备及电视机；XX镇在中心落成之日又拨款1000元举行卡拉OK

大奖赛活动，并每年拨付文化干事工资5000元。 2000年XX乡

拨款3000元修建文化宣传栏20米，拨付文化干事工资8000元。

2001年5月4日XX乡举行五四青年联欢晚会，投入资金5600元

用于租赁灯光、音响、化妆品、文化干事年工资等。 2001年7

月XX乡为庆祝建党80周年举行演唱会，投入资金6800元，用

于租赁灯光、音响、车费、奖品、文化干事工资等。 2001

年XX镇拨款5000元，为街道农民剧团添置铜管乐一套，划拨

旧车间一座改建成能容纳500人的剧院，该剧团通过募捐自筹

资金6000元，添置低档音响设备一套；该镇2002年冬自筹资

金20万元重建影剧院一座，镇政府每年拨付文化干事工

资5000元。 4、当前农民文化需求及特点： （1）、农民以种

养为业，农民文化生活也应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的实践。农民

急需传授科技种田知识的图书资料，盼望有关部门协助他们



办好农民夜校，为他们补习文化科学知识。 （2）、随着我

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农民对文化生活的多样性需求

也越来越迫切，他们渴望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图书、电影、

电视、电脑、网络、球类等各种文体场馆、设施能尽快地得

到配套完善。 （3）、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一直为农民喜闻

乐见，农村急需为农民文艺演出队或业余剧团开展培训的师

资和指导服务。 二、困扰农村文化工作的主要问题 一是文化

设施陈旧和短缺，建设乏力，使珍贵的农村文化资源面临流

失损毁。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被拆除后，上万册图书

资料无处堆放，临时寄存在其他单位，大量的古籍孤本图书

，随时有被损坏的可能，许多报刊、杂志无法与读者见面，

人民群众阅览无场所。县博物馆原存放在库房和展厅的上千

件馆藏文物尽管存放在有关单位，但保管条件差，自然挤压

破损现象时有发生，上百件级别文物危在旦夕。省文化厅对

我县两馆的评级工作也因两馆拆除无法进行。 二是文化工作

经费不足，文化事业经费一般用于养人吃饭尚且不够，使节

假日文艺晚会、体育比赛等各种小型就地、健康有益的日常

文体活动难以进行。 三是人才流失严重，一些文化工作者，

特别是一些科班出身和受过专业培训人员，因工作条件缺乏

等原因离开文化工作岗位或外出另谋发展，对当地农村文化

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我县农村文化事业的发

展建议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我们

认为：一是要通过市埸化运作，增强农村文化事业的生命力

。一方面，政府要尽其所能地增加投入，解决一些必需的日

常工作经费和专项活动经费；另一方面，演出单位与群众文

艺团体，可通过开展赞助演出、商业演出等市埸行为，开拓



农村文化产业，增加创收能力，自力更生，以业养业，为事

业发展积聚资金。是要提高农村文化工作者的地位，帮助他

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排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以

稳定人心，留住人才，使其安心工作。三是要加强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文化投入的重点首先是硬件建设。对目前我

县无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活动中心和电影院等群众文化活

动场所的问题，县委、县政府已予以高度重视，重建工作巳

列入议事日程。但限于财力，应区别轻重缓急，分步实施。

今年先上县级博物馆、图书馆项目，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博物馆1000平方米、图书馆1000平方米)，总投资100万元，明

后年再建文化馆活动中心和影剧院，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

文化馆活动中心2500平方米、影剧院2500平方米)总投资250万

元。由于我县财力拮据，除了自筹资金外，尚有资金缺口300

万，还需争取多方支持尤其是国家扶助，方能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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