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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level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residents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After the re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Guangzhou, personnel and funds were reduced. In this case, improving the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eet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High-quality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can enable more residents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life,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and make their thoughts and society progress together. To build an all-round cultural quality society, so that the people’s cultural level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grassroots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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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广州群众文化活动的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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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文化馆，中国·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广州市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后，人员、经
费断崖式消减。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广州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创新能力是当前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措施。高质
量的群众文化活动能让更多的居民缓解生活的压力，减少负面的情绪，让他们的思想与社会共同进步。建设全面的文化素
质型社会，让群众的文化水平、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论文对新时代广州如何提高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创新能力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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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与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

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基层文化馆作为当下群众开展

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提升群众文

化活动的创新力，拓宽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和种类是现下各级

文化馆的首要任务。论文主要阐述了新时代广州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的重要性，分析了基层文化活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并探讨了应对策略，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从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2 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必要性

2.1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
群众文化活动是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文艺演出是群众文化活动的重

要形式之一，这类活动主要包括歌舞表演、戏曲演出、话剧

小品等，是群众展示才艺、表达情感的重要平台。开展文艺

演出，不仅可以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还能促进文化交流，

使传统艺术与现代元素相互融合，绽放出独特的魅力。基层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最初目的，就是丰富群众业余的生活，

让他们能够在工作结束之后参加更多的活动。随着中国经济

水平的提升，各行各业的工作压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加，丰

富群众的业余生活，让群众能够通过业余活动排解工作的压

力，减少群众的负面情绪，是当前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

首要目标，不仅能够让他们的精神得到全面的放松，也能够

让他们通过参与活动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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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人民群众整体艺术素质
虽然，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各行各业都迎

来了全新的发展，在不同行业上的群众文化素质是有所不同

的。所以，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更多的

居民缓解生活的压力，第二个目标就是提升人民群众的整体

艺术素质，让更多的人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文化

内涵，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让自己的价值观念在文化活动

的开展中得到引导，健全自身思想，让中国居民的整体艺术

素质得到提升。

2.3 能增强文化自信
开展高质量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能丰富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同时，在新时期，提升群众

文化活动组织的专业性和创新性不仅有助于提升活动的整

体品质，更能吸引更多群众参与。

2.4 努力构建“公共文化共同体”
要发挥好各级文化馆作为人民终身美育学校的新使命，

吸引各界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建设中来，努力构建“公

共文化共同体”。在提升专业性方面，首先应选拔和培养一

批具备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的文化活动策划人员，加强对策

划人员的培训，使他们能够不断更新知识，提升策划水平，

保证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具备创新思维和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更要在活动策划过程中打破常规，尝试新的

活动形式和内容，积极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代科技

手段，为群众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

3 当前广州群众文化活动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文化体制改革后，机构撤销合并，群众文化阵

地及专职人员减少
2020 年 9 月之后，广州市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全市

文化站合并或取消。原文化站承担的协助街道开展新时代实

践相关工作、组织开展文化体育服务活动、普及科学文化知

识、协助开展文化遗产普查、展示、宣传活动等工作现由

各街镇撤并后的机构来承担。原来主要用于文化活动的阅览

室、培训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室暂时基本保留，但开展公

共文化服务质量方面有下降趋势。各街镇从事文化工作人员

数量不均等，原有最少 3 位专职人员，现最少只有 1 人，甚

至还是兼职。

3.2 活动资金不足
由于 2020 年起，受大环境影响，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

紧张。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取消或

减小规模，甚至停止举行。因此，政府财政对非必要举行的

群众文化活动经费实行了削减。

3.3 群众文化差异较大
现今中国的基层群众文化差异性较大，他们的工作时

间可能相同，但是所面临的工作环境不同所产生的工作压力

也是不同的，群众所面临的生活环境有着较大差异，对于各

类的知识理解也有着不同之处，群众的文化差异性比较大，

让很多文化教学工作很难开展，也无法通过活动传达给基层

群众工作的信息。所以群众文化差异性较大，是当前中国开

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只有让更多的群

众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才能实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高质

量文化传播。

4 提升广州群众文化活动创新力的策略

4.1 统一基层文化机构名称
本次广州市各街镇事业单位改革文化站撤销合并后，

有的并到了“党群政务中心”；有的并到了“退役军人服务

站”……这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效能提升受到了影

响。因此，全市应先“正名”，再“正身”。先让基层文化

工作者明确工作职能，增加街道领导和文化专员的职责和使

命感，公共文化服务的场地经费才有保证，才能更好地为人

民群众服务。

4.2 建设符合群众需求的新时代公共文化设施
新时代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要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即

城市建设规划要考虑到如何配备相应的文化设施。这就需要

有关部门在开发一个区域的同时，要有一个文化的、长远的

眼光，考虑到几十年、几百年的发展趋势。可以在设施中，

注入数字化的新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群众文化活

动场地也有了更高需求。

4.3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应

当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级政府应支持高

质量的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

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基层

文艺工作者更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

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

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

辉煌。

要以“二次创业再出发”的昂扬姿势，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

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4.4 实施文艺精品战略，突出区域文化特色，繁荣

群众文艺创作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新时代

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一部好的作品能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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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广州实施文艺精品战略，突出区域文化特色，繁荣群

众文艺创作。例如，广州市天河区文化馆就始终以先进文化

为引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先后成立了

天河爵士合唱团、天河广州音乐团、天河舞蹈团、天河话剧

团、天河魔术实验剧团、天河青少年水滴弦乐团、天河非凡

少儿粤剧艺术团等一批优秀的群众文艺团队。同时，通过整

合多方文化资源，借助区内专业艺术院校、艺术院团，文化

名人众多优势，先后成立书法、美术、摄影、舞蹈、音乐、

曲艺、戏剧、文学八个艺术创作组，并指导全区 21 条街道

打造“一街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的群众文化阵地。

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文化爱好、文化活动的同时，

以天河区文化艺术中心为平台，邀请省内知名艺术人才亲临

指导，面向天河艺术总团，基层文化干部，社区群众定期开

展话剧、广州音乐、舞蹈、声乐等不同艺术门类的排练、培

训和创作活动。采取“自己写，自己演；写自己，演自己”

形式，创作出一批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唱响时

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的文学、美术、绘画、音乐、舞蹈、曲

艺等多题材的作品，从而带动群众文化精品的创作、发展与

普及。因此，全市综合创作排名第一。

4.5 组建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
为切实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组织者的业务水平及艺术素

养，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讲座以及研讨会等方式，

对其进行专业培训与教育。同时，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

相关专业课程，培养更多专业人才。逐步完善相应的人才激

励机制，对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人才给予适当奖励

（如奖金、荣誉称号等）。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和平台，例如，推荐参加更高层次的文艺活动、参与重要项

目的创作等，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与工作热情。

4.6 积极引入社会力量
从公共文化场馆的角色定位出发，对于其在市场中与

营利性机构的区分，在社会化运营的同时，遵循艺术生产和

市场的运作规律，以制度形式体现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比政

府的资金扶持更具根本意义。如相应的缴税优惠政策，可以

给予投入公共文化场馆社会化运营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

充分调动更多企业的参与意愿，有助于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的

生存，避免过于追求艺术的商品价值。从而，更好地将社会

力量引入公共文化服务中来，为新时代广州群文活动添砖

加瓦。

2023 年 12 月，广州市天河区文化馆在广州市文化馆、

广州市全民艺术普及联盟的指导下，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天

河区全民文化艺术普及联盟”。共有 53 家会员单位开展了

近千场公益性文化活动，线上、线下惠及群众 861 万人次，

优质地完成了全民文化艺术的知识普及、欣赏普及、技能普

及和活动普及等四大主要任务，为天河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广州市的公共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区内各公共文化空

间和各共建单位的鼎力支持。拿广州市天河区为例，与南方

都市报社、星海音乐学院、广外艺、广幼师等单位进行的共

建，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市民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新需求，增

添了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值得一提的是，天河区与南方都市报社共建运营的天

河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项目。为天河落地了多部优秀剧

目、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艺术节”、打造了“湾

区青年流行文化孵化基地”等。为探索文化产业与青年文化

的深度融合，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作出了新尝试。

4.7 加强人才建设，激发创新活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群众文化活动作为社会精神文化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发展不仅是提升国民文化素养、

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路径，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手段。千秋基业，人才为本，面对快速

发展的社会文化需求，广州地方政府应深刻认识到一支高素

质、富有创意的文化工作队伍是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策划创新

力度的核心力量。只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创新活力，

才能有效推动广州群众文化活动的持续繁荣发展。为此，广

州地方政府需加大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培训力度，通过组织

定期的专业技能培训班、开展在线课程、远程教学等方式，

不断提升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确保他们

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升自我，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注

入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人

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加。因而，作为新时代的文化工

作者，应立足于社会实际，从群众的文化需求出发，找到属

于自身的创新点。让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能够不断发展，获得

质的飞跃，从而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实现广州市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引擎，为广州朝着中心型世界

城市阔步前行，加快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

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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