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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数字文化服务的优化路径探究
◎ 黄洪剑 ／江苏省泰州市文化馆　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文化馆是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部
门，它属于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不仅仅承担着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的重担，还承担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

能量的责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来临，数字化服务已
经成为文化馆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文化馆要积极开辟新的数

字文化宣传渠道，提供智能化、便捷化服务平台，让群众可以更

便捷地享受文化服务，提升群众文化自信，营造良好的社会文

化氛围，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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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文化馆在如何突破地域、时间、地点
的限制开展文化服务成为了新的工作重点，各地文化馆纷纷开

始探索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运用手机APP等移动终端开展数
字化服务，进一步提升文化馆服务质量。笔者认为各地文化馆

要积极构建数字化平台，对海量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对各种信

息进行分类；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巧妙运用微博、微信公

众号、抖音、快手等 APP开展数字化服务；完善文化馆基础设
施，积极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培养数字化服务人才，提升工作

人员数字化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文化馆服务质量。

1　文化馆数字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1　线上服务开展不太顺利　很多文化馆主要是通过网

站来开展线上服务，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呈现的内容

也比较有限，用户需要自主搜索文化馆名称或者是网址才能进

入，这给用户使用带来了很多不便。文化馆对线上服务不太重

视，很多信息更新不是很及时，线上线下服务衔接也不是很顺

畅，例如文化馆线下娱乐活动、下乡活动没有及时发布在网站，

很多群众难以了解文化馆活动，文化馆电子资源库不太完善，

用户线上服务满意度比较低。

1.2　服务内容覆盖面不够广泛　文化馆面向的是全体基
层群众，主要是组织和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为不同职业、不同年

龄层、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众提供文化服务。但是目前很多文化

馆数字化建设缺少对海量资源的分类，看似庞大的文化资源库

却依然无法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这反映出文化馆数字建设覆

盖面不够宽泛，没有对信息进行科学分类，根据大数据技术对

用户进行年龄段、职业等划分，精准定位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

进行针对性数字化服务，这是当前文化馆数字化服务的重中

之重。

1.3　缺少和群众的良性互动　一些文化馆虽然开始积极
尝试运用微信公众号、微博、QQ群、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数
字化服务，例如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和推送当地文化表演视

频、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等咨询，但是这些活动大都是由文化馆

主导，群众参与度并不是很高。此外，文化馆数字化服务缺少

和群众沟通环节，看似红红红火的数字化宣传却缺少互动，群

众对这种模式并不是很“感冒”，群众才是文化馆数字化服务

的核心，各地文化馆要深入挖掘群众文化需求，引导群众参与

文化馆数字建设，构建良性互动、合作机制。

2　文化馆开展数字化服务的必要性
2.1　有利于拓宽信息发布渠道　文化馆属于政府职能部

门，需要传达上级、当地政府的一些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舆论

引流和导流作用。文化馆以往都是依靠报纸、海报、电视新闻、

展会等方式发布信息，这种发布渠道时效性比较短、受众面积

也比较窄，一些文化咨询不能顺利传达给群众。文化馆可以通

过数字化手段，例如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 APP来发布
信息，用户在手机上就可以浏览相关信息，根据自身需求来下

载资料，方便用户随时随地了解文化资讯，进一步拓展信息发

布渠道。

2.2　促进多方文化交流　文化馆数字化服务主要是依靠
网络化平台来开展，一方面是发布文化信息，组织各种群众文

化展览和演出，促进各地群众文化信息交流和民间文化互动；

另一方面促进个人、国内外文化团体之间的交流。文化馆可以

在社交APP上上传当地特色非遗文化演出视频，通过互联网网
来弘扬非遗文化，视频、图片等传播速度更快，这些社交APP用
户可以下载、转发这些视频资料，进一步拓宽文化信息宣传渠

道，提升文化馆数字化服务质量和宣传效果。

2.3　有利于提升文化馆服务质量　数字化服务可以对文
化馆海量资源进行科学整理和分类，例如可以设立古典名著、

文艺演出、歌舞表演、影视剧资源、外国文学等几大板块，为用

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搜索服务，节省用户查询资料的时间。此

外，数字化服务还可以为用户提供足不出户的服务，用户通过

文化馆APP就可以浏览信息、观看文化演出，了解当地文化展
览和演出，为用户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进一步提升文化馆

服务质量。

3　文化馆数字文化服务的优化策略
3.1　构建数字服务平台，整合海量资源　“互联网 ＋”时

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化馆也需要处理海量的信息资

源，例如文字、图片、报刊、视频等资源，传统服务模式工作效率

低下，信息查找、资源更新都比较缓慢，文化馆要积极构建数字

服务平台，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转化，把各种纸质资源转化为

内存较小、便于查找和存储的数字化资源。文化馆要积极建立

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对当地文化资源、非遗文化、历史资料等

进行整合，对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转化，成立家乡历史数

字资源库，记录当地历史发展轨迹，运用数字化手段来搜集和

保护当地文化资源，做好民间文化引流，定期通过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来推广当地民俗文化、非遗文化、家乡历史等，扛

起开展爱国主义，培养群众文化自信的大旗。

3.2　积极开发新媒体平台，拓宽信息宣传渠道　文化馆
要积极开发新媒体平台，不断拓宽数字化服务渠道，为民众提

供更加便捷、多元化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例如文化馆可以借助

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 APP开展数字化服务，建立本
地文化馆服务平台，定期向当地群众推送文化信息，例如文化

馆组织的线下文艺演出，线上艺术名家讲座、线上免费图书资

源、线上影视剧等数字化资源，大众在手机上就可以浏览相关

信息，根据自身需求来下载资源。例如文化馆可以在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视频和信息，例如录制当地民间舞蹈队表演视频，展

示当地书法家书法作品，展现当地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让当地民众可以了解特色民间舞蹈。此外，文化馆还可以举办

优秀才艺表演视频、书法作品征集活动，把参赛作品投放在当

地文化馆微信公众号上，号召当地民众投票选出最佳作品，这

也是增加文化馆和民众互动的有效方式，让群众也可以参与到

文化馆数字文化服务中，提升民众文化自信。（下转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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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属于党
◎ 冯乐乐 ／陕西省延安市杨家岭革命旧址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延安是红色基因的摇篮，这里有着说不完的红色故
事，在这片土地上，无数革命先贤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抛头颅，

洒热血，将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累，我们是无法体会的。回首看今朝，祖国大地

上，焕发着春暖花开的勃勃生机，在幸福和和平中成长的我们，

更应该铭记历史，追忆革命故事，致敬革命前辈。从他们的光

辉事迹中汲取精神营养，革命先贤们的红色精神，永不褪色，永

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努力进步，文章就曾志的事迹进行

论述。

关键词：曾志；红色基因；革命事业

在革命先贤们的光辉事迹里，曾志显得那么普通，她的一

生，很朴素，她的一生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一个方向：一心一意

跟党走！这句简简单单的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共产主义者的

坚定信念。誓言是用来践行的，曾志自己的一生，始终坚守着

共产党员的品质，她的一张旧桌布，用了整整10多年，每月省
吃俭用省下的工资，她都装进注有年份月份的工资袋里，时刻

提醒自己做清白人，行清白事。省下的6万多元存款，她丝毫
没有犹豫地全部捐献给宜章、祁阳的“希望工程”。共产主义的

精神和使命，在这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

1　曾志姓名的由来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

血雨腥风的年代，她15岁就毅然投身于革命，1926年8月，考
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为曾志。同学们就好奇地

问，为什么要改名。她就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2　曾志的感人事迹
2.1　为了革命事业做绝育手术　194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

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自 1931
年九一八事件导致东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东北人民和

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寇浴血奋战，1945年根据组织的需要，陶铸
和曾志夫妇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恰在这时，

曾志患了阑尾炎，在做手术时，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

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医生考虑到

她还很年轻，就建议她不要做绝育手术。她就耐心地劝说：“我

已经属于党，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医生还是不同意。她

就要求组织给予支持。当组织征求陶铸意见时，陶铸用白纸黑

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意见，同意。”于是，曾志在陶铸的支持

下做了绝育手术。而此时4岁的陶斯亮正是无忧无虑、天真烂
漫的年纪，应该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年纪，可是曾志在奔赴东

北战场，临行前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

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临行那天，杨顺卿抱着

亮亮来送行，陶铸深深地亲了女儿一下，曾志则是一步一回头，

当她刚骑上马背，看到亮亮很惊慌，却又不敢啼哭的样子，很少

掉泪的曾志泪如雨下。她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

女儿团聚，就含着泪水郑重的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

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带着对女儿

的不舍，曾志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了喋血沙场。

2.2　临终前向希望工程捐出全部财产　曾志曾说道：只
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

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我对我选择的的信仰至死不

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临终前她口述了一份遗嘱，说：

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并将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六万多元钱

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她的一生都属于党，陶斯亮对母亲的一

生作了最好的回答：“你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你从轰

轰烈烈开始，却又以平平淡淡结束；当年那灼灼锐气已变为如

水般的平静；但独对理想的信仰和忠诚不曾有丝毫退色，对革

命的热情不曾有丝毫减退。你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与你对精神

信仰的执着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正是曾志崇高理想和高尚人

格的最好体现。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将自己

的一生无私的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如今的中国让世界瞩目。

而我们作为传承的一代，更加应该传承红色基因，践行革命使

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

党的事业薪火相传，闪耀时代的光芒！

（上接第167页）
3.3　完善文化馆设施，打造数字化服务模式　文化馆数字

文化服务主要是依赖信息技术来开展，文化馆首先要完善基本

的数字化设施，例如信息化管理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公众号

运营管理人员、微视频剪辑、数字化资源转化软件等。文化馆要

积极引进信息化管理平台，例如设计地方性文化馆APP，开设不
同的文化栏目，例如民间艺术、文学艺术、影视剧资源、外国文学

等板块，安排专业工作人员负责APP运营，及时上传和更新平台
信息，根据民众下载量、转发量、点赞数等来调整文化馆数字文

化服务方向，真正做到为民服务，满足不同群体民众的文化需

求。此外，文化馆要积极购买一些数字化设备，例如摄像机、录

音笔、电子乐器等设备，为线下文化活动提供技术支持，文化馆

要记录线下文化活动，例如民间艺术表演，把拍摄好的表演视频

进行转化，并投放在文化馆APP上，让没有来到现场的民众也可
以享受到精彩的演出，真正实现让民众随时随地享受数字化文

化服务，进一步提升民众满意度。

3.4　培养数字化人才，提升文化馆口碑　文化馆要积极培
养数字技术运用人才，为开展数字化文化服务奠定坚实基础，这

也是提升文化馆数字化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随着文化馆开设

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账号，这些平台都需要熟

悉计算机、视频剪辑、文字编辑操作的工作人员，文化馆要积极开

展信息化培养，提升馆内工作人员的信息化工作素养。例如文化

馆可以邀请一些新媒体运营专员为馆内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主要

是讲解抖音、快手、微博等APP操作，视频剪辑技巧，如何剪辑短
视频和撰写文案，让文化馆短视频可以在平台上脱颖而出。

4　结语
文化馆要审时度势，积极贯彻数字化文化服务理念，积极开

发新媒体宣传平台，整合海量资源，凸显文化馆数字化服务亮

点，构建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平台，为广大民众提供更为便捷、人

性化的数字化文化服务，让民众随时随地享受独家定制的“文化

大餐”，提升文化馆数字化文化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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