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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从 2018 年推行总分馆制,现建立总馆 1 个、24 小时
自助分馆 2 个、部队分馆 1 个、景区分馆 1 个、10 乡镇分馆;另有
机关、学校、企业、村、社区及移民安置小区等 181 个服务点。 ”汉
阴图书馆负责人赵莉娟介绍。

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服务供给能力， 开拓了图书馆向数字化
发展，文化信息服务资源全民共享的新局面，4 月 23 日全市同读
活动和端午节全市同读活动，汉阴县图书馆都获得了第一名。

“突破公共文化资源界限，延伸服务范畴，实现文教资源共
建共享是我们延伸服务内容链的重要抓手， 汉阴整合文教人才
资源，建立全县文化人才师资库，鼓励引导各镇村学校老师担任
本镇、村文化艺术顾问，指导辖区文化社团建设和承担乡村文化
艺术培训工作，解决了乡村文化艺术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 ”汉
阴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沈小溪说。

传播家训，地方文化引领文明新风价值链

“写书法不仅陶冶了我个人的日常生活，儿子也会觉得很骄
傲，出去玩的时候会跟小朋友们炫耀说爸爸会写毛笔字。 ”44 岁
的刘飞从小爱好书法，后来忙于生活，移民搬迁到涧池镇紫云南
郡社区后，每周跟着镇文化服务中心线上文化服务直播间，观看
农民书法家李运刚在线上的公益书法培训讲堂， 重新拾起少年
时的爱好，将书法练得有模有样。

近年来，涧池镇注重本土人才挖掘，动员本地具有文化影响
力和文艺天赋的人才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统筹现有文化资
源，开办“涧池姐儿艺术课堂”“运刚公益书法培训讲堂”“邓爷爷
非遗剪纸公益培训班”等文化品牌服务活动，持续为群众提供优
质文化服务，受到辖区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好评。

汉阴县作为首个中国家训文化之乡， 涧池镇是沈氏家训文
化的发祥地，家训文化引领着涧池镇乡村新民风建设。 涧池镇文
化站以群众需求、百姓满意为导向，文化服务中心常设名人讲堂
“讲”家训，通过家风家训评选将评选的过程变成弘扬家庭美德、
培育良好家风、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过程，不断引导当地群众深
入践行“诚、孝、俭、勤、和”新民风。

“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是我们前期通过座谈、征集、梳理群
众需求以及整合利用本镇特色文化资源，专设的文化服务项目，
没想到，活动开展后，极大调动了辖区群众共同宣传和谐家风家
训的积极性，现在群众个个张口都能讲家训、传家训。 ”这让涧池
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丹有了信心。

涧池镇树立社会“一盘棋”的公共文化服务观念，打破学校
和社会的公共文化资源界限，实现文化资源共享。 深入开展中小
学研学实践活动，打造了涧池镇文化展厅、沈兰华书法展厅等公
共文化服务空间，每年组织 1000 余名辖区中小学生到涧池镇文
化服务中心进行研学参观，培育青少年从小爱国、爱家乡的思想
意识；策划开展了系列特色文化服务项目，提供“讲、学、答”一体
化服务，不断满足辖区群众的多元化需求。 涧池镇先后获得陕西
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镇、 陕西省民间文化 （家训文
化）艺术之乡、市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镇、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

汉阴坚持传播优秀的地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汉阴落地生根，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群众的精神世界。 早在 2014 年，汉阴在全县范围内挖掘、征集本
地近百家传统文化的家训家规，同时汇编整理、结集出版了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 22 家家训家规，并挖掘和推广沈氏家训、吴氏家
训、储氏家训、冯氏家训等。

汉阴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公共文化股干部张鸿雁介绍 ，
2015 年随着沈氏家训在中纪委网站的推出， 汉阴县委县政府在
原沈氏宗祠的基础上扩建为沈氏家训展览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汉阴，学习、参观、旅游。 2019 年汉阴在全县范围内开设了特
色文化项目“家训文化大讲堂”，从今年起每年 4 月设定为“家训
家风宣传推广月”，开展各类家训主题系列活动，活动覆盖到县、
镇、村三级各个领域，并将家训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课堂，开展
“写家训、立家训、挂厅堂”活动，让优秀家训家风充分发挥浸润
人心的作用。

文化治理，涵育乡风激活乡村文化动力链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为
提升乡村治理质效，汉阴作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县，牢牢把
握乡村文化建设这一重要抓手，夯实基层文化思想基础，为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保障。

以汉阴城关镇三元村为例，近年来该村依托汉阴“321”
基层治理全国示范样板， 坚持党建引领， 健全文化治理体

系，充分发挥群众共建共治、共享参与的主观能动作
用，通过广征民意，走访群众，把讲奉献、有威信、热
情高的文化能人贤士组织起来， 成立乡村文化理事

会，下设 8 个协会组织，并将文化理事会成员嵌入到村“321”基层
治理体系中，开展乡村振兴和各类文体活动等，最大限度调动群
众中的精英分子、文化骨干力量推动乡村“政治、法治、德治、自
治、智治”五治融合发展。

自 2019 年汉阴开展“文化使者”志愿行动以来，三元村就有
百余名能人贤士、文化爱好者积极响应号召，加入县文化使者志
愿服务队伍中，同时组建了村文化使者志愿小分队，先后累计投
入 400 万修建了三元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广场、舞台等基
础设施。

小小一个三元村，走出去了校长、局长和远渡海外的博士。胡
世宝作为该村走出去的局长、校长，一直心系家乡发展，成为文化
使者团队中的中坚力量，他倡导和号召全体村民积极挖掘村史文
化、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并广泛发动筹资 45 万元，兴
建了三元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的“村史馆”，通过启文化，种文
化，传文化的方式，以村史资料、图片、实物展现了三元荣光、历史
变迁由来以及恬静、淳朴的农耕生活，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村落
文化，留住了乡亲的“根”，让村民精神家园有所寄托，成为三元乡
村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亮点。

三元村还举办“健康三元”农民趣味运动会，全村 2600 多人，
运动员就有 500 来人，群众自发购买统一服装，举行盛大开幕式、
入场式、闭幕式，进行翻轮胎、拔河、抢凳子、三人六足、投篮、跳绳
等项目，新鲜、趣味十足的运动项目再配上一台本村群众自编自
演的小品、歌舞、啦啦操、情景剧等文艺节目，老百姓亲身感受、亲
自参与，分享当下新时代新型农民的新感受。 此项活动作为该村
的一项品牌活动已连续五年举办，参与人员越来越多，影响力越
来越大，已经成为一个跨区域合作文化品牌，不仅丰富了村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凝聚了群众共建乡村的精气神。

三元村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做实做细乡村文化治理质效，有效
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村民精神风貌，先后获得“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国家双服
务先进集体”“省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省级旅游村”等系列荣誉称号。

分众供需，以人为本优化文化服务供给链

汉阴按照不同人群文化需求， 用好用活地方优秀文化资源，
加强供给改革和服务创新，引导社会参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丰富优质。 创办于 2006 年的“中国油菜花旅游季”文旅系列活
动和创办于 2008 年的汉阴中秋诗会，每年举办一次，已形成两大
文化品牌，也吸引了大量外来游客了解汉阴人文风采。

2019 年以来，通过打造“百姓舞台、乡村文化、民俗文化”三
大平台，运用“主题文艺下乡巡演、特色文化进万家、优秀地方戏
曲展演”三大活动载体，实施“文化点亮家园”惠民服务工程，满足
了辖区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 线上推出民歌、国画、书法、戏曲等
艺术交流活动，线下推出三级联动的“锦绣汉阴读书会”，在全县
机关、企、事业单位、镇、村（社区）等领域全面开花。

汉阴用活文化社团组织，培育发展了公益慈善类、志愿服务
类、文体活动类社会服务组织 254 支，每年开展各类线下文化惠
民活动 400 余场次， 宣讲活动 100 余场次， 农村公益电影惠民
1692 场次，惠及群众近 15 万人次，随着线上文化服务的拓展，全
县每年惠及群众人次不断攀升，实现了乡村振兴自我服务、自我
发展。

以文化旅游活动为发力点，唱响“三沈文化、美食文化、红色
文化、农耕文化、家训文化”五张文化牌，提高活动举办水平和质
量，做大做强文化品牌建设，推广个性化、订单式服务，建立文化
活动预告机制，产生乡村文化活动示范效应。

为做好乡村文化建设这篇大文章，汉阴梯次构建了“四链一
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模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由文化行业“小循环”向社会“大循环”转变，全面提升乡村文化服
务整体水平，助推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汉阴‘四链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模式的根本
是我们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改革创新’的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工作机制，在创新乡村文化服务内容、服务质量
与服务形式上下足功夫，通过‘传家训、融资源、善治理、优服务’，
在文化‘价值链、内容链、动力链、供给链’四方面研究精准发力，
实践也证明，把地域文化核心价值引领作用发挥出来，让地方特
色文化成为引领乡村发展的新路径，可以推动地域特色文化在乡
村生长发芽。 ”汉阴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李东升说。

依托“四链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以文化
为载体传播汉阴好声音、讲好汉阴好故事，展示汉阴好形象，让汉
阴优秀文化如春风化雨，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开
阔基层群众眼界，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把汉阴特色文化融入
开展的各项文化活动中去，让人民群众在享受高质量文化产品过
程中，涵养与时代契合的精神，焕发出拼搏奋斗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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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四链一体”构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记者 陈曦 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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