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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文化站在群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付 正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办事处，云南 昭通 657000）

0 引言
目前，文化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具体而言，乡镇

文化站是连接群众与上级政府的纽带，对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

具有积极作用[1]。基于乡镇文化站发展与职能、地位和作用，以云
南省昭通市文化站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走访的形式，挖掘出乡

镇文化站在效能发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问题，提出有

效优化策略，对乡镇文化站效能的有效发挥，及群众文化的深度

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乡镇文化站的职能与作用
1.1 乡镇文化站的发展与职能

乡镇文化站是“民众教育馆”的深度发展结果，具有政治宣

传、文化与科学知识普及的功能。1949年，乡镇文化站形式出现
于江浙一带，是乡村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改革开放后，乡

镇文化站数量逐渐增多，在群众文化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2]。目
前，在多元化、个性化文化需求背景下，具有综合性特征的乡镇

文化站建设引起高度关注与重视。在《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

法》中，乡镇文化站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如表 1所示。

1.2 乡镇文化站的地位与作用
1.2.1 乡镇文化站的地位
文化站具有文化管理与社会服务的双重职能，肩负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责任，是基层政府公

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有利于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1-3]。同
时，文化站是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实现的基本点，在扩大

公共文化服务影响力、优化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占有重

要地位。

1.2.2 乡镇文化站的作用
具体而言，乡镇文化站的作用有五点：①乡镇文化站为群众

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有利于提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品质；②乡
镇文化站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挥的重要“枢纽”，有利于加强

群众文化自信，提高政府形象、提升群众的政治认同感、发挥文化

价值的促进作用；③乡镇文化站定期组织宣传党政，并通过多样
化形式展示道德模范风采，有利于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2-3]；④乡镇文化站的
文化宣传形式具有多样性，可以有效引导群众文化消费观、文化

价值观；⑤乡镇文化站是以“文化”为节点，连接群众与上级政府
的“中心站”，在了解群众文化心理、传扬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1、3]。

2 乡镇文化站效能发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为更深度、清晰地了解乡镇文化站建设与发展的实际情况，

以云南省昭通市文化站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走访等形式，随

机发放 300份问卷，收回有效样本为 240份。同时，对不同学历
的 20位乡镇群众进行走访，在调研与走访结果整理的基础上
（如表 2所示），分析云南省昭通市文化站效能发挥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摘 要：乡镇文化站是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基本点与落脚点，对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基于乡镇文化站
的发展与职能，分析其地位与作用，明确加强乡镇文化站建设是提升其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核心，有利于群众文化的高质
量发展。 据此，以云南省昭通市文化站为研究对象，采用调研走访的方式，总结出文化站存在基础设施可及性不高、群众文
化参与性不强、文化队伍专稳性不优、文化资源整合性不强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文化服务对接、群众参与路径、文
化队伍建设、文化资源整合力度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优化乡镇文化站建设、推进群众文化发展的有效对策，以期为乡镇文
化站服务质量升级提供必要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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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 具体内容

图书及报刊等借阅 结合当地图书馆，开展读书看报活动

时政与法制科普教育 通过讲座、展览等活动传播知识

文艺演出
基于群众文化需求，开展相应
文体活动，丰富文化与精神生活

数字文化信息服务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

公共文化资源配送与流动
辅助文化馆、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
资源配送服务，推动流动文化发展

非遗保护 对当地非遗进行普查、展示与宣传

文物宣传保护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对文物进行保护与宣传

文化市场监管 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文化市场监督与管理工作

表 1 乡镇文化站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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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分析可知，昭通市文化站效能发挥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基础设施可及性不高。乡镇文化站所提供的设施以健身

器材为主，原因是这类器材的可接受程度高，便于操作。但调研

走访结果显示，经常享受基础设施服务的群众占 66.5%，虽然
比重较高，但因健身器材等基础设施覆盖率不高、损坏严重等

问题，降低了乡镇文化站的可适应性，难以满足群众文化活动

需求。

（2）群众文化参与性不强。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阅
览室建设成为乡镇文化站发挥效能的重要支撑点。虽然乡镇文

化站大力建设与发展公共电子阅览室，但调研走访结果显示，公

共电子阅览室的应用率较低，占比高达 88.5%。同时，群众参与到
文化站活动中的频率较低，占比为 86%，反映出群众对文化站相
关文化活动的感兴趣程度不高。另外，有 44.23%的群众认为文化
站的相关活动无法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从侧面反映出乡镇文

化站的软文化影响力不足，极大降低了文化站的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

（3）文化队伍专稳性不优。基层文化专职队伍建设是做好基
层文化工作的基础与核心。但基层文化专职人员面临培训少、升

职难等问题，导致乡镇文化站文化队伍专稳性不优。基于调研走

访结果，有 76.8%的群众认为文化站中具有专业文化素养的人员
少；79.6%的群众认为文化站职员的工作效率与质量低；82.4%的
群众认为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差。具体而言，文化站部分

工作人员通常是身兼数职，且他们的文艺功底和专长较弱[3]。同
时，文化站疏于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导致文化站的整个文

化队伍专业性、稳定性不优，难以高质量、有机开展群众文化工

作，阻碍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发挥与实现[4]。
（4）文化资源整合性不强。基于调研走访结果，群众普遍认为

文化站的文化资源整合效率低。其中，69.8%的群众认为文化资
源分散，且存在文化资源浪费的情况；72.77%的群众认为文化交
流机制不完善；79.2%的群众认为文化资源辐射范围小。根本而
言，部分文化站缺乏有效、规范的管理机制，极易出现文化资源

浪费等情况，导致文化站难以有效发挥其效用。

3 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在群众文化发展中作用
的有效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云南省昭通市文化站要从以下几点入手，对

文化站服务进行优化，以充分发挥出乡镇文化站在群众文化发

展中的作用。

（1）优化文化服务供给对接。乡镇文化站要对文化服务结构
进行优化和调整，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当地图书馆，构

建图书馆与文化站的互动模式、细化公共文化效能考核标准，

从根本上提高文化站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进而推动群众文化

发展[3-5]。

（2）拓宽基层群众参与路径。首先，要明确群众的主体地位，
通过优化文化服务，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针对群众

的意见，文化站要及时地进行反馈，在增强群众参与意识的同时

发挥群众监督功能[2、4-5]。其次，基于群众文化需求的差异性，要根
据实际情况拓宽群众参与路径，并维护好群众参与秩序，以实现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3）完善文化队伍建设制度。为有效提高文化站文化队伍综
合素质能力，文化站要采取主题比赛、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他

们的综合能力[5]。同时，要注重完善和实施激励机制，以进一步提
高文化队伍的积极性，为文化站效能的发挥奠定坚实基础。

（4）加大文化资源整合力度。首先，要加强文化站与图书馆、
当地政府、文化单位等沟通与交流，有效整合文化资源[1-3]。其次，
要明确文化站各部门的职责，避免职责重叠，导致文化资源浪

费。同时，要根据既定目标，科学、合理、有效开展文化活动，避免

文化资源利用效果差[4-5]。最后，要对相关工作和文化活动进行严
格考核与监管，确保文化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升，进而优化文化

站职能，使其充分发挥出推动群众文化发展的作用。

4 结语
乡镇文化站是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站”，有利于群众

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以

乡镇文化站发展与职能、地位与作用为切入点，结合云南省昭通

市文化站实际情况，对乡镇文化站效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从文化服务、群众参与、文化队伍建设与

文化资源整合五个方面，提出发挥乡镇文化站效能的有效措施，

为群众文化高质量、深度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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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结合问卷与走访内容的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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