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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地方也可以搞好公共文化服务 
 

——周口市“一元剧场”调查与思考 
 

 吴理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首席专家 华中
师范大学教授 

 
  周口市地处豫皖交界的平原地带，人口众多，人均 GDP 为 1，06 万元，经济发展在河南省
地级市中排名靠后，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入口大

市，地方文化部门却运作出一个让公众只花 1元钱，就能在周末欣赏到高质量、高品位文艺晚会
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周末一元剧场”(以下简称“一元剧场”)。该项目自 2008年 4月推出
以来，坚持走“公益性质、综艺形式、社会化投入、签约制演出、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在周口

市已基本形成了市、县两级演出阵地和“剧场演出为主、基层演出为辅”的两个演出场所，文化

资源供给主体明确、方式多样、渠道畅通，活动已具常态化，成为该地区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周口市“一元剧场”经验表明，穷地方也可以搞好公共文化服务。 
  课题组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发挥以群众需求为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项目)的连接作用，实
现中央政策的引导、地方领导的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者的团结创新，以及社

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等因素的有机汇聚，是穷地方搞好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原因。 
  第一，发挥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连接作用，是穷地方搞好公共文化服务

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群众需求导向，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一

元剧场”的实践表明:一个项目、一个组织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们能获得一个或几个好的“创意”，
还在于这个(些)“创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其次，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
从当地实际出发，通过适当的活动形式，把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的需求有机地连接起

来。周口市正是从当地的资源与需求的实际出发，通过“一元剧场”的形式以综合性演出满足大

众化需求、以专场演出满足“小众化”需求、以动态监控把握群众需求动态，把握住了群众的需

求方向，实现了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需求的有效“对接”。 
  第二，地方政府以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创新，是穷地方搞好公共文化服务的不竭动力。 
  地方政府、干部的文化自觉是“一元剧场”的初始动因。“一元剧场”的设想来自于周口市

文化局领导干部下访时与群众的互动及其发现:周口市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品位的商业演出并
不多；该地区群众收入普遍偏低，一般群众无力支付较高的商演票价；周口市有较为丰富的文化

资源，但是由于缺少舞台，文化艺人无法展示自己，文化资源无法转换为文化资本。为了扭转这

种局面，周口市文化局局长王少青提出以“公益性质、综艺形式、社会化投入、签约制演出、品

牌化发展”打造“公益舞台”。 
  在“一元剧场”的发展过程中，领导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这不但包括领导的想象

力和决心，还包括领导传递给组织中工作人员的信心。在“一元剧场”项目团队成员看来，“那

么多的困难，假如领导不闻不问，很少有人能有那么大的决心坚持下来的”。以此言之，领导不

仅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定组织和一定区域的行动坐标，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作用更为凸显。 
  当然，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和创新，也离不开中央政策的引导。“一元剧场”的设想在提出

之初，既有人表示惊奇，也有人表示质疑，还有人直接表示反对。而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文化的论

述，对于“一元剧场”这一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从设想变为基本共识，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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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激活地方资本、鼓励社会参与，是穷地方搞好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 
  周口市之所以能够搞好“一元剧场”这个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盘活体制内外的经济资源、人

力资源与文化资源是关键所在。首先，通过出台《关于鼓励社会力量支持文化事业发展有关事宜

的通知》及筹备“一元剧场”的“大走访”和座谈会等活动，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了良性互动，

将市场的资金转化为“一元剧场”的文化资本。其次，凸显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激活了人力资源

和地方干部及文化工作者的创新精神。纵观“一元剧场”的发展历程，居于核心位置的因素是人。

如何调动人(地方领导、部门干部、地方精英和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创造力，是推进经济欠发达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再次，积极鼓励社会各种力量(特别是群众)的广泛参与，也
是搞好“一元剧场”这个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不可或缺的原因。广大群众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

和评价者，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力量之一。穷地方想搞好公共文化服务，要注

重积极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