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定资料

1.近日，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下称《意

见》）强调，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构建体现时代发展趋势、适应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意见》及附件《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还要求给群众提供“对

路子”的公共文化服务。一者，要为文化场馆的社会功能、服务群体等重新定位，使之回归

公益属性，并为文化场馆的建设、维护和运行提供充足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二者，要以明确

的考核机制，倒逼相关部门将文化场馆不仅要建好，更要利用好，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可利

用率，增强自身魅力。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引导、鼓励老百姓走进文化场馆，在全社会营造

全民阅读、全民学习之风。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某负责人表示，2014 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达到 2753 亿元，比 2011 年增加了 860 亿元，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给予了重点支持。今

后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其中一部分要用来采购公共文化产品，低票价或者直接购买版

权服务民众等形式，将成为文化部的公共文化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2.随着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亚运会等一系列重大文化体育活动在我国召开，一大

批地标级精品场馆纷纷涌现。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在世界享有盛誉，S市世博会中国馆

所改造成的中华艺术宫已经投入使用。中国国学中心、国家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国家

级重点文化工程集中落户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众多新兴文化场馆已经具有国际一流水准。

与此同时，工人文化宫、文化馆、少年宫等传统公益性质的文化场所也不断增加。某权威网

站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 2013年底，全国县级以上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数量由三千多个，

文化站超过四万个，村（社区）文化室 25万个。我国现有博物馆 4165家，在过去 10年时

间里增长一倍。

尽管我国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总数不断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总体

发展程度仍然较低。据了解，英国伦敦市有 400多个大小剧院、音乐厅及现场音乐表演场地，

每 10万人拥有 1.4个剧场，每 10平方公里拥有 1.3个剧场，每年大型剧场的入场人次达 1240
万；近 600个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有 395家，平均每 10万人拥有 5家公共图书馆，人均藏

书量 5 本；22座家国家级博物馆，200余座非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每 10平方公里有 1.1座
博物馆，即每个社区附近都会有博物馆。而我国平均 4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贫困地区一直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衡发展的难点，这些地区财力小，文化事业投

入十分有限。以广西来宾为例，2003年至 2008年，在农村文化方面的投入比重不到文化投

入的 10%，2008年以前没有市级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大部分县级图书

馆、文化馆达不到部颁三级标准。

农村如此，在某些大中城市则是另一番景象。某市社科院曾对本市 2209名市民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参与度和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部分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活动、文化惠民项目的利用率

和参与度较低，设施、资金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投入收效比亟待提高。其中，针对博物馆、

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和陈列馆的调查数据显示，24.4%的受访者一年中从未去过这 5类
场所，61.6%的人平均每年去 1到 5次。市民对文化馆的年均光顾次数更低，93.7%的人平

均每年到馆 5 次以下，其中，58.6%没去过文化馆，35.1%的人每年到馆次数为 1 到 5 次。

针对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基层文化场所和文化馆的服务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市

民，分别只有 34.2%和 40.8%。



3.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利用率偏低，是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老大难”。特别是一些传统

的公益性质文化场馆，因为缺少有吸引力的“内容”而门庭冷落，造成巨大浪费。

“我刚来文化宫那会儿，这儿真的是火啊！”H市总工会 A工人文化宫主任高先生说。

1983年，他从部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亲眼目睹了文化宫由盛而衰，从辉煌到冷

清的全过程。“那时，文化宫人来人往，电影晚场场场爆满，光是帮我们卖票、检票、维持

秩序的长期固定义务员就有五六个。现在，电影院每天的上座率不到 10%，有时候工作人

员甚至比观众还多。”他道出了大家的普遍感受。

“那时在文化宫，能看电影、溜冰、跳舞、唱歌、参加运动，从早到晚都是人山人海，

我们职工除了睡觉几乎都在里面值班，假期就更谈不上休息了。”回忆起十几年前的工人文

化宫，57岁的老职工谭梦林仍充满激情。

“我有 20多年没去过文化宫了。”生于上个世纪 60年代的白女士说，“很怀念以前在文

化宫看电影、唱卡拉 OK、参加培训的日子。现在可供选择的文化活动丰富多样，而文化宫

的活动设施和活动内容却相对比较陈旧。”

原因在哪里呢？“房屋破损、设备陈旧、功能单调”，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跟各种新

兴商业文化场所相比，仿佛仍停留在 50多年前。收入当然也就大不如前了。”H市总工会 B
工人文化宫金主任说。观众冷清，再加上文化经营管理人才也极其缺乏，“有些文化宫已有

名存实亡之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文化宫工作人员说。

“虽然日渐没落，但谁也不知道怎么改变。资产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权利，那也只

好就这么闲置着。”金主任说，虽然文化宫地处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面积也有 85 亩之多，

但他们甚至连出租都没搞过。后来也曾想要重新建设，但一直苦于没钱。

H 市总工会 C 工人文化宫，位于该市最繁华的商贸经济圈的中心，这栋 8层的建筑被淹

没在周围的高楼和广告牌中。遒劲有力的“工人之家”4 个毛笔字，是该市第一任市长刘伯

承元帅亲自题写的。如今，一层南面租给了麦当劳、新标识等企业做商业经营，背面租给游

戏厅；二层和三层租给张生记酒店；六至八层为 H 市公会办公室；可供文化宫实际使用的楼

层只有四层和五层。在文化宫有限的使用空间内，只能提供很少的文化娱乐活动。四层开设

了台球室，吸引了一些年轻人，但由于价格不便宜，通常顾客都很少；五层的健身中心设施

陈旧，灯光昏暗。

一层的电玩游戏厅有不少年轻人进出，但被问及是否知道工人文化宫的作用时，他们显

得一脸茫然。

“现在的文化宫毫无‘文化’可言！”家住文化宫附近的王刚说，“以前凭着工会会员证

就可以在文化宫参加各种免费文化娱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文化宫里没工人，文化宫里没文化。这是职工们当前反映比较大的问题。”H 市总工会宣

教部部长朱和顺分析说，工人文化宫的迷失，是因为其在市场经济中对自身定位的矛盾与摇

摆。一方面文化宫收到了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工人文化宫

原本是总工会财政全额拨款，但是后来逐渐改成了差额拨款，再后来就成了自行收支、自负

盈亏。为了生存，一些工人文化宫不得不出租场地和举办培训班。

4.早上 6点多，虽是星期天，B市 F区的李艳梅还是让儿子张岩赶快起床，尽早到 B市

少年宫班里英语辅导班注册缴费手续，“早起的鸟儿才能抢到食，报名那天，要不是去得早，

就抢不到名额了”。

“名额抢完了，当天我们外语俱乐部所有英语班都报满了，要是报名的话，就得等我们

今年开秋季班的时候，记者要早点来，不然又抢不到了。”少年宫外语俱乐部一位英语教师

告诉记者，今年报名首日，近万人将伸缩门挤成了“麻花”。

对此，有学者说：少年宫学科类辅导班招生如此火爆，显得是对其功能定位的严重扭曲。



上世纪 50年代，Z市少年宫美术兴趣小组的学员何水法和沈曙，每到周末都会一起去

学画，素描、风景、水粉、水彩样样不落。后来，他们一个成了著名的国画家，一个则做了

画院院长。同时期的美术学员中还有潘公凯，他后来成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不过，与社会发展一样，半个世纪后，很多地方的少年宫搬了地方、盖了新楼，各项设

施也与时俱进。和大部分的少年宫一样，上世纪 80年代初，Z市少年宫也不再叫少年宫，

而是改为 Z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跟随名字一同改变的是“成长乐园”变成严肃的“第二课

堂”。Z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黄建明说，从校内教育追到校外教育，他是最好的见证人。

随着时代变迁，少年宫的地位开始尴尬，原则上的公益性质难以保障，高额的开支使得

少年宫在公益和市场的两边徘徊，免费也在逐步向收费转变。黄建明坦言，不变肯定没有发

展。“少年宫必须跟着时代脉搏前进，在运作模式、管理体制、教育方式上做出改变。”

5.在 S市市民文化节活动现场，白领社团在这个由张爱玲故居改建而成的活动中心里卖

力表演。古朴的砖红色建筑里，从顶楼到底楼人头攒动。放牛班的春天合唱团，让农民工子

弟爱上音乐，带着自信放声歌唱；S市首个由政府支持、社会力量承办的艺术品跳蚤市场也

顺利开市，50余个摊位中，吉他、素描、面具、艺术铁壶等琳琅满目；在 A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举办的学生艺术作品展上，17岁的万婕大方叫卖起了自己做的“地球皂”。据统计，S
市市民文化节开幕当天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1651场，就近参加文化活动的市民达 100万人

次。

“S市从来不缺文化活动及各类文化节，但从没有一个节日能像市民文化节一样包含如

此多的活动类别且如此‘接地气’。”有市民如此评价。

“给百姓更过出彩的机会，也为市民享受文化艺术活动打造‘零门槛’。市民文化节这

个平台是给市民大众的。我们的报名点、初赛都设在老百姓家门口，就是希望更多市民都能

有所参与。”B社区文化馆负责人萧女士说。

此前，C社区文化中心的社区活动虽多，但更偏重于老人和儿童，该中心韩主任并不满

足。“我们所在的社区，白领上班族特别多，因此我们也应该重视为白领们提供更多适合他

们的文化活动项目，尽可能满足每一个居民的需要。”

6.2014年，Q市 A社区的居民迟秋菊和刘世云没想到，作为居民代表，她们委托社区

专职管理员在“文化超市”网站上订制的柳腔剧订单，居然在一周后就得以兑现，这出自己

免费点单点来的大戏，让老百姓初尝了说了算的“当家”的惊喜；小伙儿王维涛没想到，凭

借吹笛子的才艺，竟能自荐登上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大舞台，深入到基层的“五王”（指歌王、

舞王、琴王、戏王、秀王）才艺达人海选，让他正经过了把明星瘾；泡惯了图书馆的袁琳琳

没想到，借阅图书再无须卡着下班前的时间点，24小时自助图书馆和书店的相继开张，为

和她一样的爱书人保留了一团彻夜的灯火.......
2014年，一场面向所有市民、零门槛的才艺选秀活动-------“五王”大赛在全市如火如

荼的展开。这场报名人数超过两万人，原创节目数量超过 3000个，观看人数已逾 20万人次

的大规模海选，将普通市民推到了舞台的中心。

这个名为“文化超市”的舞台实际上是一个“陈列”了综艺演出、图书、戏剧、电影、

艺术培训等丰富文化产品的特殊网站，它为包括 39万外来人口在内的 80万居民建立起不可

思议的自主“舞台”：使用者只需登录，并选择所需的产品内容，不出两周就能收获兑现；

而借助“超市”的舞台，更多拥有才艺的民间达人也自荐登台亮相，上传自编自导的节目，

丰富供居民自选的产品内容。

在网站的留言板上，无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还是制造者，个人意愿得到满足的市民个个

难掩惊喜。在市民纷纷走向台前，高调分享贴心服务带来的生活中的小幸福的背后，是逐年



加大投入力度并已纳入财政预算的文化服务专项资金的保障。

7.M市的“新兴城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标准化建设”项目被文化部分列入 2014
年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其中W新区近年来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外包，实行社会化运作，

提高了服务项目的利用率，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一定是生产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的监管者，不一

定是直接操作者，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对公共服务体制的破冰尝试，也是‘服

务型政府’与‘小政府’两种方向融合的必然结果。”W新区相关领导说，从购买文艺演出

到定制大型晚会再到新区图书馆服务外包，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逐步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社

会化运作之路。

W新项目购买公共服务时，根据群众的需求和新区实际情况确定“买什么？向谁买？

怎么买？”，通过公开招标，将新区图书馆的建设、管理、运行和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该

公司严格按照要求，配备各艺术门类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实行免费开放，举办各类文化活

动，实现了建设标准化、成本细节化和管理规范化。

W新区图书馆自建馆以来，全年无休，免费开放，通过图书馆 24小时还书箱以及图书

馆数字资源无地域限制、无时间约束的开放性服务，保证了对读者服务 24小时不间断。在

图书馆购置新书方面，把选书和购书的权利交给读者，以读者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

“图书馆服务与社区服务相结合”“市民服务与企业服务相结合”“实体服务与网络服务相结

合”“普遍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相结合”，实现了管理标准化。

W新区文化馆在为街道、社区、企业等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采取调查问

卷、座谈会等多种方式问需于民，将群众文化需求定位为文化馆的工作目标，与基层形成了

良好的互动交流的服务模式。文化馆还注重将富有新区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承纳入各类公益性

社会文化组织的培育和建设，让新区丰富、优秀的历史人文资源“活起来”。

据介绍，W 新区成立了由财政、审计、纪委、文化行政部门组成的考核小组，对外包

公司的业务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制定了外包服务质量考核表，满分为 100分，从队伍建设、

公共服务、管理规章、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评。考核评分不得低于 80分，80分以下对

服务外包公司提出整改要求，如整改不力则终止服务合同。同时，政府聘请了第三方对两馆

的服务人群、服务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和暗访。通过把监管落实为可见可控的考核制度对服务

外包进行监管，避免“一包了之”。区某领导说：“我们不做运动员，只做裁判员”。

试点表明，W新区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实现了以最节约成本购买最优化的服务的预

期目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良好态势。

8.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吗？手机阅读、数字报纸、杂志、移动电视、触摸媒体……

新兴媒体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下生活中，并日益侵入生活的各个层面，面对如此强大的新

媒体扑面而来，专业人士展开了多次主题讨论。参与讨论的部分学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其

实是以消解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为目的的。它以消解、嘲讽为手段，寻找的是一个对立

面，而且这种对立面越强烈、越离谱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一种传播效果。这种以消解传统

价值为目的的新媒体使文化“下游化”了，这种文化没有经过理性的加工，缺少质感，没有

逻辑的支撑，容易情绪化。对此，也有人表示不赞同，认为在谈到“改变我们的文化”这样

一个概念时，存在着某个阶层的语义预设，也就是说这是站在传统文化的优势立场上进行的

言说。他们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如何才能

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



作答要求：

一、 请根据给定材料，概括目前我国文化场馆发展中面临的问题。（20 分）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语言准备，不超过 200 字。

【审题】

本题题干要求结合给定资料，那么说明要审阅的范围是全篇材料，本题要求“概括”，那么

说明是概括类题目，答案信息全部出自于材料。要求是文化场馆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那么我

们要找的要素首先是问题，然后必须是文化场馆也就是文化设施发展中的问题，而非其他问

题。“内容全面”所要寻找的信息在全文；“条理清楚”要求分条，同类合并，并且得列点；

“语言准确”要求尽量使用题中词汇作为关键词。

【答题思路】

本题要找的问题分部在全文，是全文整体的问题，但是得分点较分散，需要考生在找出所有

点后进行同类合并，然后分条标序号列出。

【参考解析】

目前我国文化场馆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如下：

1.公共文化设施总体发展程度较低；2.贫困地区财力小，投入有限；3.公共文化设施、资金

利用率低；4.公共文化活动群众参与度低；5.公共文化设施、内容陈旧，功能单一；6.文化

经营管理人才缺乏，观众冷清；7.管理者缺乏改变现状和创新的意识和途径，也缺乏转变的

积极性和动力；8.缺乏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9.缺乏明确的社会功能定位；10.缺乏明确

的服务功能定位。

【赋分说明】

要点如下：

每条 2分，共 20 分。

阅卷人具体操作细则：

每点根据概括是否准确以及表述是否清晰等情况，酌情给 1-4 分；

言之有理的答案酌情 1-2 分；错别字 3个字扣 1分。

【解析人】山西分校 姜泽锋

【审核人】山西分校 王 XX

二、 请分析给定资料 7 中 W 新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运作的做法成功的原因。

（15 分）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深入，不超过 200 字。

【要求】



观点明确、分析深入，不超过 200 字。

【审题】

题干要求结合给定资料 7，答案信息全部出自于资料 7。要求找出成功的原因，那么要素就

是原因。要求“观点明确”，那么在分析的开始一定要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分析深入”要

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自己的思维逻辑过程。

【答题思路】

本题要求分析做法成功的原因，首先第一步要找到成功的做法，第二步需要对这个做法作出

评价，既要有表现可以看到的经验做法，又需要有深刻的原因的剖析。另外，字数要求不超

过 200 字，需要语言精炼度较高。

【参考解析】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作，提高了服务效率及利用率，有特色的形成了良好发展态势。

1.科学购买，配备人员，公开招标外包。实现建设标准化、成本细节化、管理规范化。2.

全年无休，免费开放，重视读者选择。落实人性化服务，实现管理标准化。3.问需于民，传

承文化，培育公益组织。形成良性互动，丰富历史人文资源。4.成立小组，全面考核，加强

抽查暗访。保证落实考核制度及服务质量。

【赋分说明】

要点如下：

总扩句 3 分，具体内容每点 3分。

阅卷人具体操作细则：

每点根据概括是否准确以及表述是否清晰等情况，酌情给 1-3 分；

言之有理的答案酌情 1-2 分；错别字 3个字扣 1分。

【解析人】山西分校 马燕子

【审核人】山西分校 王 XX

三、 为整顿规范传统的公益性质文化场馆，使之回归公共文化服务功能，H 市市委、市

政府选派工作小组赴 H 市总工会调查了解情况，请你以 H 市的总工会的名义，根据给

定材料 3,草拟一份汇报材料提纲。（25 分）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问题全面准确、建议具体可行，不超过 400 字。

【审题】

1、这是一道应用文。汇报提纲，严格讲不需要格式，不过，根据字数看，写上格式会更保

险。

2、根据作答要求，问题要全面明确，所以，内容中一定要有问题，而且，问题要找全，概



括的要符合材料愿意。建议具体可行，所以，建议要尽量多一些，用词要具体，要符合 H

市的实际情况。紧扣给定资料，所以，要严格按照资料 3 的问题，不能自己杜撰问题。题干

中虽然没有说要写原因，但是提出问题，分析原因，给出建议，这样，更符合提纲的要求，

因此，写上原因会更保险。

3、具体表达的时候，建议除了在材料中找以外，如果材料的建议不够，还需自己去想建议，

因为大纲考查对策，就要求借助自身实践和生活体验。

【答题思路】

第一步，根据给定资料，寻找具体的问题。从材料中可以发现，主要问题有：文化场馆

利用率低，光顾的人较少；基础设施和活动内容陈旧；管理人才缺乏；对资源缺乏规划利用。

第二步，根据这些问题，针对性的分析原因，大致包括：缺乏新颖吸引的节目；闲置场

地没有利用；相关制度改革，自身定位不准，资金不足；宣传不到位等。

第三步，按照这些问题和原因，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按意给分，不需要用词

一样。关键是只要用词具体，尽量符合题干的要求。

【参考解析】

关于公益性文化馆情况汇报提纲

XX 领导：

您好。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市公益性文化馆相关管理，以更好的发挥其对市民的宣传教育

作用，现向您汇报情况如下：

一、现文化馆所存在的问题

1、文化场馆利用率低，光顾的人较少；2、基础设施和活动内容陈旧；3、管理人才缺乏；

4、对资源缺乏规划利用。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1、缺乏新颖吸引的节目；2、闲置场地没有利用；3、相关制度改革，自身定位不准，资

金不足；4、宣传不到位。

三、所提相关建议如下

1、完善制度，提高其利用率；2、完善基础设施；3、向群众征求创新活动内容；4、引

进资金，培训人才。

H 总工会

XX 年 XX 月 XX 日



【赋分说明】

要点如下：

1、文化馆的现状和问题

2、问题的原因

3、具体的建议

阅卷人具体操作细则：

以上部分，问题 6 分，原因 5分，建议 8 分。

每点根据概括是否准确以及表述是否清晰等情况，酌情给 1-4 分；

言之有理的答案酌情 1-2 分；错别字 3个字扣 1分。

【解析人】山西分校 岳虹倩

【审核人】山西分校 王 XX

四、 阅读给定材料，结合实际，以“谋新求变，文以化人”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

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 自拟题目，紧密结合实际；

2. 观点鲜明、正确，认识全面深入，逻辑结构严谨；

3. 表达简洁，字迹清楚，1000 字。

【审题】

以“谋新求变，文以化人”为话题，这意味着写的文章要包含这一内容，但是不能作为文章

的主旨，更不是文章的标题，因为题干明确自拟题目，同时要求里也重复了需要“自拟题目”。

“自选角度”在近几年联考中常见，表面上给考生发挥的空间，但是前提是不能脱离中心，

如果中心论点不准确，选的角度再准确，也不可能得高分。

题干中只说写一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写议论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审题，因为要求中

体现了“观点鲜明、正确，认识全面、深入；逻辑结构严谨；”这些都是议论文的常见写作

要求。

要求中再次强调“紧密结合实际”，那么在写作过程中必须联系实际，材料中有大量的实际，

考生可以引用，当然也可以选取材料外的“实际”，帮助论证。

“观点鲜明、正确”这一点要求实则在告诫考生，中心论点一定要明确，同时还需要跟材料

中的权威观点不冲突，不矛盾。只有这样，也才能紧扣住“认识全面、深入”这一条要求。

字数为 1000 字左右，考生最好上下浮动 10%为佳。

【答题思路】



根据题目要求和题目思考，不难发现，这道题是自命题作文。根据材料提供的内容，优先考

虑写成策论文，以符合基层公务员本身的特点。

首先，标题自拟，要突出中心论点。

其次，开头部分要点题，同时要谈及问题，即“是什么”。

然后，第二段要分析问题。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可以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也可以分析问题

存在的影响，还可以分析解决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以突出中心论点。

再次，策论文的论证部分重点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利用三个段落，从三个角度来说明，

如何实现中心论点提出的目标。

最后，结尾，再次点题，亮明观点。

【参考解析】

谋新求变 文以化人

以“对路子”的服务构建“有特色”的文化

以人为本是服务的内在要求，为人民服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

要目标。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破损的文化宫、陈旧的文化设备、单调的服务功能、

没落的少年宫与图书馆，让本应服务于民的公共文化场馆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商业新标、

游戏厅、电玩城、台球会所。但 S市的市民文化节、Q 市的网络“文化超市”、M 市的公共

文化服务社会化运作的成功经验，为谋新求变，提供“对路子”的文化服务树立了标杆，为

构建“有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带来了曙光。

中办、国办下发《意见》强调，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构建体现时代发展趋

势、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目前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纲要与指南，也体现了建立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也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因此，

提供“对路子”的服务，构建“有特色”的文化势在必行。

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促进公共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针对性是检验文化服务于产品是

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指标，各地的文化部门要发挥市场“主人翁”的意识，对文化场馆的

社会功能、服务群体进行明确定位，确保公益属性的同时，为文化场馆建设、维护与运行提

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不找市长找市场”，寻求公益属性与经济利益的平衡点。

提供规范化的服务，推动公共文化发展与制度法规相协调。服务并非靠个人自觉，组织自发，

服务的特色离不开制度的约束。在提供规范化服务的道路上，需要完善的考核机制作为“交



通灯”，如此才能保证服务之路畅行无阻。一方面将公共服务纳入主管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

中，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调查与监管，双管齐下，必见其效。

提供创新化的服务，引导公共文化发展与传统文明相传承。当“60 后”在怀念工人文化宫

的免费娱乐文化时，“80 后”“90 后”已在课后辅导课堂中缅怀曾经的“成长乐园”，在

互联网中寻找精神家园。传统文化在抨击新媒体的同时，何不借助其优势找到新的立足点？

Q市创建网上“文化超市”的尝试，为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新技术的融合开辟了道路。

提供“对路子”的服务是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如果公共服务不能与市场经济

相适应，不能与制度法规相协调，不能与传统文化相传承，势必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

“弯路”，甚至走“歪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努力开创公共服务的新局面，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赋分说明】

要点如下：

1、标题尽量突出中心论点；

2、开头指出问题并点题；

3、分析问题，比如意义等；

4、重点论证如何提供服务以构建特色文化；

5、结尾再次点题。

阅卷人具体操作细则：

1. 阅卷先定档再定分。定档主要看是否扣题。

2. 文章主题确定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题目应与此相关。

3. 文章结构应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如何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层次清楚。

4. 本题目突出紧密联系实际，未例题的情况下，需要联系实际比较详实深刻，或结合自身

事例，否则为三类文。

5.文章必须有对策才有可能成为二类文，但若全篇文章只有对策则为三类文。

【解析人】山西分校 欧艳

【审核人】山西分校 王 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