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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E6_96_B0_E5_86_c25_248955.htm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2005年11月，中共中央

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再一次引

发人们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关注和思考，为了解当前我区广大

农村文化建设情况，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做法

和经验，以促进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步伐，根据今

年统战系统调研计划安排，由中共蕉城区委统战部牵头，民

盟蕉城区委、民革蕉城支部等组成调研组，联合开展我区社

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调研活动。2006年6月至8月在区委常

委区统战部长王丽云、区政协副主席民盟蕉城区委主委郑贻

雄带领下，调研组与区文化部门负责人一起先后深入我区沿

海山区乡镇及20多个村居进行调查，通过座谈、访问、视察

等形式了解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和文化活动的情况，还先后前

往泉州市泉港区和莆田市荔城区等地考察取经，在认真分析

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一、我区农村文化建

设的现状 2002年10月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的决定》颁布以来，我区农村文化建设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

重视，全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有了新的进

展，特别是民间文化多元化发展尤引人注目。但从总体来看

，目前我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广大农村文化生活

的贫瘠让赌博、迷信、色情等有机可乘，从而影响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的状况比较普遍，具体情况是： 1、乡镇文化事业

投入少，活动经费短缺。据了解，“十五”期间上级省、市



厅、局对我区文化事业的投入累计达55万元（其中扶持农村

文化建设专项资金24万元，维修、设备添置经费23万元，文

物经费8万元），我区年文化体育事业经费财政预算9.4万元，

其中文体局文化事业费1.1万元，图书馆经费（包括图书购置

费）4.3万元，体育事业经费4万元，但这些大多为人头经费，

用于日常办公开支已相当紧张，真正用于开展业务工作的已

所剩无几。文物事业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由于缺乏资金

，使得文物部门无法对一些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也无法

向民间征集文物。我区民间资本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几

乎没有，只有在2004年开始的天后宫（妈祖庙）修复工程中

，募集到民间资本100多万元。全区乡镇现有的文化站所除少

数外，绝大多数是多年来未能添置新书，且文化活动器材贫

乏。 2、阵地建设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目前，我区16个乡

镇（街道）文化站中产权明晰、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仅七

都、金涵和位于猴盾村的区少数民族文化站三个站，其余各

站或一直以来就没有站址，或系借用其他单位的场所，面积

狭小，设备简陋，功能不全。据不完全统计，我区有76个行

政村建立了村文化活动室，占全区行政村总数的27.3%，但大

多数村级文化活动室只是挂一张牌而已，形同虚设。而且原

有的文化设施普遍老化。据调查，现有的部分乡村影剧院多

建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现多数已成为危房不

能使用。 3、文化活动少，农民文化生活依然贫乏。每年农

村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在各种节庆日、纪念日以及民俗日，由

各乡镇文化站通过联办、协办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民间文

艺演出、书画展、图片展、拔河赛，及棋、球类比赛等。上

级宣传、文化等部门组织开展的“文化下乡”活动一年仅二



至三次，也只到2-3个乡村，活动形式多为慰问演出、义务题

写春联、电影公映等，活动次数与形式十分有限。近几年，

随着农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又重新活

跃起来。在一些传统的节庆日，一些乡镇、农村都有开展一

些民间民俗文化活动，最有名、最具特色的是霍童的“二月

二灯会”和畲族聚居村的“三月三畲歌对唱”。但这些毕竟

是少数乡村举办的少数文化活动，广大农村看电影难、看戏

难、看书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四难”问题依然突出

。尤其是在电视网络广泛普及、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由于

国家将卫星电视节目由模拟转为数字接收后，我区广大农村

原电视“村村通”设备未及时更新，绝大多数乡村群众只能

收看1－3套外地节目，许多偏远山区基本无法接收电视节目

。群众长期看不到中央、省、市（区）的电视节目，也得不

到发展生产的信息技术的指导和服务。乡村文化生活贫乏，

除了聊天、打牌外，农民没有其它文化活动，导致一部分群

众沉迷赌博和庙会活动，致使一些地方赌博及“六合彩”等

歪风盛行。 4、文化队伍人才紧缺，整体素质在下降。我区16

个乡镇（街道）文化站均为一站一编制，由于基层文化站待

遇低，难以吸收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才，而且原先进人渠

道不规范，素质参差不齐，目前在编的有12人，但仅有9人在

岗，被乡镇挪作他用或被外借的有3人，即使在岗的也往往兼

有乡镇（街道）的其他中心工作，难以做到专干专用。现有

乡镇文化专干平均年龄偏大，由于缺乏培训学习，知识老化

现象比较突出。 二、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区

农村文化建设步伐滞后有历史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长期以来对农村文化阵地建设重视不够，对优良传统文化



的偏见和缺乏支持，给各地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带来

消极影响，而经济欠发达、投入不足也严重约制了农村文化

的发展步伐，但从各级政府自身来说，存在以下比较突出的

问题。 一是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活动经费严重短缺。目

前由于国家财政投入少，地方财政又有困难，未能落实每年

地方财政收入1%－2%用于文化建设的政策。除了人头经费外

，区、乡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几乎没有，导致文化

设施建设滞后。乡镇文化站不能依靠自身发展，依靠产业化

、市场化运作生存困难。目前乡镇只能勉强发放人员工资，

没有文化建设项目，没有添置文化活动器材，图书室的图书

不能正常更新。 二是对农村文化建设认识滞后。由于各级领

导对文化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认识不足，特别是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相当多的人认为文化工作是软

任务，是花钱多效益少的社会公益事业，可搞可不搞，又不

愿意花钱投入，致使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滞后，从事文化事业

的同志心灰意冷，缺乏积极性，大多放弃主业改做乡镇中心

工作。 三是文化管理体制不畅。一方面，乡镇文化站专干以

块管（乡镇管）为主，人员大多被乡镇抽去从事中心工作，

专干没有专用。区文化主管部门无法对他们进行调配和交流

使用，基层文化站人员长期处于固定状态，没有交流、缺乏

工作活力。而且乡镇财政对文化站投入极少，管理不力，导

致相当多文化站形同虚设，没能发挥农村新文化主阵地的作

用。另一方面，广电与文化分属两个职能部门，对农村的传

媒文化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而且农村地域广、人口

分散、广电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收益小，仅靠广电部门是

无能力承当农村广电网络建设。虽然国家规定到2010年农村



地区20户以上的村全部实现网络村村通，但原有“村村通”

的用户并未列入新的网络“村村通”工程计划，得不到上级

补助资金，导致我区目前许多乡村原有接收设备无力更新。

在卫星传播电视节目由模拟转为数字接收后，广大农村地区

只收1－3台外地的电视，无法收看省、市、区电视节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