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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
体。2023年，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
非遗保护中心）开展2023年文化馆宣传
文化周系列活动；开展2023年非遗日宣
传展示活动；举办山南市曲松县艺术团培
训班；举办全区行政村文艺汇演；举办“春
季”“夏季”“秋季”3场村晚演出活动；与
吉林、山西、广西、宁夏开展“春雨工程”4
场次；落实优秀文化产品供给工程，全年
完成向5492个村居文艺演出队、10个专
业文艺院团、8个群众艺术馆、76支县区
艺术团的配送工作。

2023年 8月 23日至29日，山南市雅

砻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展示了雅砻文化
的独特魅力和山南市的自然风光，同时也
为游客提供了一次难忘的旅游体验。为
积极提升西藏群众文化活动的影响力、扩
大覆盖面，培育西藏优秀群众文化品牌，
自治区推荐山南市雅砻文化旅游节入选
首届中国群众文化发展大会“群众文化活
动品牌提名案例”。据了解，这些品牌案
例的共同特点是导向正确、参与面广、内
涵丰富、特色鲜明、知名度高、影响力大、
体验感强、群众口碑好，在全国具有示范
引领效应。

“一直以来，我们坚守群众文化工作

者的初心和情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用文
化的力量致敬这个时代。”自治区群众艺
术馆（西藏非遗保护中心）党委书记、副馆
长敖超说。

近年来，我区文化部门发挥公共文化
阵地和队伍优势，大力推进文化润心、惠
民、兴藏工程，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激发农牧民群众投身乡村文化振兴、改善
生产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努力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健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农牧民群众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打造群众文化品牌 展现西藏独特魅力

小品、相声、折嘎、果谐、独唱……2023
年夏天，山南市洛扎县在洛扎镇门当社区举
办以“大地欢歌 边境村晚”为主题的夏季

“村晚”大联欢活动。“这场村晚搭建了展现
乡村文化和魅力的舞台。在现场，我看到许
多年轻人身着传统服饰、手捧民间乐器，演
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他们不仅继承了传
统文化的精髓，还通过自己的创新和演绎，
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洛扎
镇门当社区居民拉姆说。

据统计，2023年，全区各级公共文化机
构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12万余场次。其

中，围绕“大地欢歌”活动年12项任务，开展
系列活动25000余场次；“四季村晚”惠民演
出8000余场次；以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形式，
在4个边境地区开展巡回演出83场；开展

“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5000余场次；各级
公共图书馆接待读者45万余人次，流通图
书15万余册；各级群艺馆（文化馆站）开展
各类文化惠民活动1万余场次。

自治区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世
忠介绍，2023年，我区实施了第一批西藏
自治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县区创建，
完成23个县（区）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

制建设和10个新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以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新创主题性文艺
节目为重点的全区100个村级群众性文化
示范阵地建设成果良好；为全区21个县区
配备流动舞台车，至此，全区74县区均配
齐了流动舞台车；组织全区65个县级以上
图书馆参加第七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
级工作。

目前，我区已建成文化西藏、西藏公共
文化云、西藏数字文化网、西藏自治区群众
艺术馆官网，山南市、拉萨市、日喀则市、阿
里地区数字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开展多样文化活动 扮靓群众美好生活

2023 年 8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
报了 2022 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情
况，我区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为 82.09
分，高于全国总体满意度平均得分79.85
分，位列全国第 12名。这是我区公共文
化服务质量满意度连续3年超全国平均
水平。

自治区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世
忠介绍，西藏现有6272个公共文化服务
场馆，实现了自治区、地市有图书馆、群艺
馆、博物馆，县区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乡

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居有文化活动
室；政府扶持组建的文艺队伍6114支，演
职人员超 11万人，乡镇文化专干3400余
人，全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到进一
步健全，基层文艺队伍不断壮大，公共文
化服务内容更加多样、更具特色。

近年来，我区围绕“打通公共文化最
后一公里”，着力把基层文化建设重心从
解决“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向解决

“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转变，林芝市、
山南市、拉萨市、日喀则市分批成功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那曲班
戈县“乡音乡情——牧区流动文化服务
机制”、阿里噶尔县“县（区）艺术团建
设 ”等 7 个项目列入并通过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全区先后创
建 14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
24个“西藏自治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实施全区 100 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
范建设和高海拔、边境地区行政村文化
活动室提档升级，进一步建强基层文化
阵地。

完善文化基础设施 建强基层文化阵地

6272个公共文化服务场馆，6114个文艺队伍

西藏文化惠民迎来新局面

“文化西藏 天上画卷”——全国著
名美术家西藏行优秀作品巡回展。

在图书馆里徜徉书海，到社区文化
服务中心学书法、乐器，去宗角禄康公园
观看文化惠民演出……已经成为许多市
民休闲娱乐的活动方式。高雅与通俗、
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同频共振、生
机盎然，西藏文化惠民迎来新局面。

近年来，我区文化基础设施持续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提升，文化惠民工
程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提高全民艺术素养、增强百姓文
化自信等方面持续发力，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不断增强、满意度持续提升。截至
目前，西藏有 6272 个公共文化服务场
馆，政府扶持组建的文艺队伍6114个，
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更加多样、更具特色。

文/图 记者 赵越

商报讯（记者 赵越）近日，西藏自治区
文化厅、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了《西
藏自治区非遗工坊认定与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办法》旨在做大文化事业，做强文化
产业，贯彻落实区文化厅“1181”工作思路，
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人力资源保障
部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持
续推动非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

知》要求，制定了该《办法》。《办法》的出台，
为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加强非遗保护，
促进就业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提
升我区非遗工坊（原非遗就业工坊）建设和
管理水平，将起到积极作用。《办法》就非遗
工坊的申报、认定、非遗工坊职责、管理与
监督、奖惩等作出明确规定。

《办法》明确，非遗工坊是指依托非遗代
表性项目或传统手工艺，开展非遗的保护传
承开发利用，带动当地人群就地就近就业的

各类经营主体和生产加工点。《办法》明确非
遗工坊申报流程与认定条件，在依法依规开
展非遗项目中非遗工坊的保护传承职责；明
确自治区、地市、县区层级管理范畴，确定各
部门职责、规定示范点的奖励与处罚机制。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各地依托非遗代表
性项目，建立非遗工坊，在生产性保护的同
时，解决了就业，促进了增收，助力了乡村振
兴。截至目前，全区共有非遗工坊173家。

下一步，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西藏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西藏自治区乡
村振兴局将指导各地相关部门做好非遗工
坊的认定和管理工作，打造非遗工坊示范
点，重点扶持一批特色鲜明、示范带动作用
明显的非遗工坊，逐步建立稳定、长效的非
遗工坊建设和运行机制，推动非遗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和人
群，让非遗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百姓，促进非
遗保护传承全面融入社会生活，提升乡村
文化振兴。

《西藏自治区非遗工坊认定与管理办法》出台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非遗工坊173家

多油村文艺演出队多油村文艺演出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