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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会同浙江省总结提炼五个方面会同浙江省总结提炼五个方面66条典型经验条典型经验

文旅促文旅促进共同富裕进共同富裕 享受美好生活享受美好生活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和浙江省人民政

府联合印发了《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两年多来，浙江推动示范

区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现场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浙

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示范带动作用，文化和旅游部会同浙江省深入调研梳理，总结提炼了五个方面 6 条典型经验做法。

这一个个先试先行的经验，构成了浙江这片土地谋求共富发展新局面的生动写照。

自 2022 年 9 月起，浙江深入实施“文

艺赋美”工程，以各界文艺志愿者为参与

主体，选择城市社区、商业街坊、文博场

馆、公园景区及乡村等适宜空间开展常态

化艺术展演活动。

【创新举措】

——从专人专演到人人参与，构建文

艺组织新生态。

——从室内小剧场到“流动大舞台”，

打造省域文化新品牌。

——以数字赋能畅通“供需对接”，构

建线上文艺新场景。

——以立体营销催生“出圈效应”，塑

造文艺新 IP。

【实施成效】

“文艺赋美”工程积蓄生活诗意、赋美

城市气质、点亮乡村风韵、汇聚向善力量，

是一场持续性的大众艺术推广、审美提升

活动，是一次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

的实践创新，是一种推进人民群众物质富

裕、精神富有的有力探索。

以点带面赋美群众生活。“文艺赋美”

活动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延伸至各类

文旅空间，还扩展至美食餐饮等各类商业

业态，全面融入百姓生活。目前，“文艺赋

美”活动以全省 11730 个“15 分钟品质文

化生活圈”为依托，以“三送一走”等活动

为载体，已实现浙江的城市乡村、山区海

岛和社区街道 100%全覆盖。全省在册文

艺志愿者达 10.76 万多名，演出场地 1.5 万

个，累计开展赋美演出 24.5 万余场，演出

时长达18.5万多小时，发布演出作品22万

余个，形成“时时处处、遍地泛在”的文化

现象，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攀升。

变革文化供给模式。“文艺赋美”打破

原有文艺演出“限于剧场、囿于围墙”的思

维定势，变剧场集中展演的传统模式为多

点位小场景的灵活形式，推动文艺走出剧

场，走出围墙，走进群众日常生活，实现了

从街头文艺向全民美育和艺术普及延

伸。同时创新推动政府、市场、社会有机

联动，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此外，借力山海

协作，“文艺赋美”活动深入山区海岛，为

促进全省文化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加速文旅深度融合。“文艺赋美”通过打造

多个具有亮点、爆点、焦点的重量级城市

街景艺演，培育推出一批自带流量的“经

典点位”，加速聚拢流量，街头演艺成为赋

能城市商业的新动力。据统计，杭州武林

路“文艺赋美”演出期间，日均人流量增加

50%，达到15万人。此外，“文艺赋美”也成

为培育融合演艺、非遗、展览、旅游等新模

式、助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实

现了破圈出彩的效果。丽水构建的“村晚

梦剧场+”产业模式，植入民宿餐饮、生态

农业等新型业态，形成了“文艺赋美”带动

产业、产业反哺“村晚梦剧场”的新格局。

数字赋能，构筑文旅发展新格局

浙江既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拥有秀美的自然资源，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大省。随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提出，数字经济时

代下的文旅发展也面临着升级与变革。文旅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深入贯彻新思维、新理念，坚持以数字化改革撬动文旅各领域改革，真正让文

旅产业成为人民群众感悟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享受美好生活、实现精神富有的重要载体。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现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全省整合 1.82
万个公共文化设施和 8.2 万个其他文化

空间，打造 11730 个覆盖全省的“15 分

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累计建成图书馆

分馆 3816 个，文化馆分馆 1846 个，城市

书房 1373 家，文化驿站 710 家，乡村博

物馆549家。

【创新举措】

——持续完善顶层设计。

——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数字赋能文化供给。

——完善评价监测体系。

【实施成效】

截至 2023 年 8 月，全省“15 分钟品

质文化生活圈”共集合 5.6 万个文艺社

团、4.5万名文化骨干和200余万名注册

文化志愿者。2023 年以来，“浙里文化

圈”应用共上线省市县文化场馆提供的

4615 个文化菜单项目，近 30 万场次免

费活动，5万场次低成本或优惠活动。

实现四大闭环管理。在全国率先

发布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发展指数

（CMDI）、“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指

数评价体系，形成了公共文化资源配置

闭环、精准服务闭环、管理调度闭环和

评价监测闭环。

一地创新全省共享。依托一体化

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在省市县乡村

五级贯通共享的基础上，构建“一地创

新、全省共享”机制。台州市临海市针

对群众看戏找戏，创新打造了“浙里有

戏”应用，立足当地特色，通过审批流

程再造，建立“白名单”制度，解决了基

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上的共性难题。

各地好的经验做法通过“浙里文化圈”

开设专区，在全省得到复制推广、落地

生效。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创新平台运

营模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

形式参与平台公共文化内容和服务供

给，逐步形成“开放、合作、共建、共享”

的数字化应用运营新途径，落地文化

活动。

健全实时监管机制。通过整合文

化设施空间资源、文化达人、人口数据、

地理数据、经费投入等资源，建设省市

县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驾驶舱，构建

全省一屏掌控、服务一网畅达、监管一

览无余的数字化协同管理模式。

“文艺赋美”推动优质资源下沉

1 典型经验之——

▲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台州市仙居县“下街村 15 分钟品质
文化生活圈”开展装裱修复技艺（非遗）
体验活动

▲以“平台+大脑”为支撑，打造“品质
文化惠享·浙里文化圈”数字化应用
▲以“平台+大脑”为支撑，打造“品质
文化惠享·浙里文化圈”数字化应用

▲湖州市美术馆门口草坪活动“喜迎亚运
文艺赋美”——美术馆之夜

▲温州市文化馆打造的“市民文化露台”

2 典型经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