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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签发人：左 东

市文旅函〔2024〕22 号

对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 536 号提案的复函

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贵单位《关于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公共文化场馆资源利用的建

议》提案收悉，感谢你们对我市公共文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现

答复如下：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等文件精神，坚持把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保障民生的重要内容，聚焦高质量

发展，扎实加强文化建设，加快推进基本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

，市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全市建成公共图书馆 14 

个、文化馆 14 个，乡镇（街道）文化站 184 个，村（社区）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797 个。市级图书馆新馆长安书院图书

馆主体已建成，新城区图书馆、文化馆新馆建成运行，碑林区、



- 2 -

雁塔区、周至县图书馆、文化馆新馆及莲湖区图书馆新馆建设进

度明显。建成“城市书房”86 个。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

化建设，市图书馆集群信息化平台完善提升，市群艺馆数字文化

馆全面运行，实现了与区县图书馆、文化馆数字资源的互联互通。

以推进宜居幸福社区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工作，全市共建成宜居社区 964 个，幸福社区 708 个，推

进一刻钟便民服务圈试点城市建设，建成 27 个高品质社区；建

成农村文化礼堂 341 个。加快县域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

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总馆 13 个、分馆 88 个，文化馆总分馆制总

馆 13 个、分馆 106 个，有效整合了公共文化资源，便捷高效均

等化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建成，实现了全覆盖。

二是投入保障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制定印发了《西安市关于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西安市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实施标准（2022 版）》《关于推动西安市公共图书馆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推动西安市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西安市推进城市书房建设实施意见》《西安市关

于利用文化和旅游资源、文物资源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的通知》

《西安市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行动方案》，明确了“十四五”全市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三是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以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为出发点，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积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示范区（县）示范创建活动，高陵区、鄠邑区、新城区、

未央区、碑林区、雁塔区为第一、二批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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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碑林区文艺路街道等 13 个乡镇（街道）

被评选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乡镇（街道），鄠邑

区（户县农民画）、高新区集贤镇（西安鼓乐）、西咸新区秦汉新

城正阳街道（秦汉战鼓）被命名为 2021-2023 年度“陕西省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高陵区文化馆、鄠邑区图书馆被中宣部命名为

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进集体，鄠邑区“关中忙罢艺术节用艺术唤

醒乡愁”入选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如你们所述，我市公共文化设施的高效管理利用上还存在设

施不均衡、服务不到位，机制不活等问题，你们提出的“加大数

字化应用，创新服务方式，促进资源数字化转化，加强合作交流

互动”的建议很好，也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在关于运用数字技术

提高公共文化场馆资源利用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出台西安市的文化需求、群众需求政策文件。市文化旅

游局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印发了《西安市关于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提出，着力发展数字

公共文化。整合利用全市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和资源，打造分级分

布式数字文化资源库群，优化资源结构,提升资源质量。依托西

安市图书馆数字平台、西安市群众艺术馆数字文化馆平台，整合

区县图书馆、文化馆数字资源，打造西安公共文化“云”服务平

台，开展“云教学”、“云演出”、“云直播”、“云展览”“云展播”

等线上惠民活动，形成全时全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服

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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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进“西安市公共图书馆集群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

“西安市公共图书馆集群信息化管理平台”是利用西安市公共图

书馆物理平台和其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

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以西安图书馆为中心馆，各区县公共图书

馆、乡镇（街道办）文化站为成员馆，将散落在全市的服务网点

联结成区域性的“图书馆群”，实现全市范围内的文献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业务协作和通借通还。中心作为西安市智慧城市建设

中的文化信息支持中心和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文

化服务网络，实现了市区“两馆”数字平台互联互通、数字资源

共建共享。

三是坚持数字赋能，创新品牌活动方式。通过云展演、云直

播、云传播、云体验等形式，开展线上文化活动。西安“村晚”

活动连续两年线上参与人次达逾 500 万人次，“长安诗会”活动

线上参与 300 余万人次，“2022 西安市广场舞展演”在线观看人

数 136 万人，公共文化服务新空间不断拓展。

四是加大智库和人才队伍建设。开展文化工作者服务支持艰

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专项工作，支持市、县（区）创新人才培

养路径，建设一批扎根基层的专家型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目前，

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是我市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主管部门义不容

辞的职责使命。你们的《关于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公共文化场馆资

源利用的建议》非常及时，明确了我市公共文化场馆建设的方向，

为提高我市公共文化场馆资源的利用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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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再次感谢你们对我市文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4 年 4 月 22 日

（联系人：王晖 电话 ：86788107）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