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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范由浙江省文化厅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文化馆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裘国樑、王全吉、毛炳聪、钱彬欣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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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文化馆是群众文化的重要阵地。文化馆服务规范是文化馆服务资源、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基本要

求，是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60号）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浙委办发〔2015〕46号），结合浙江省文化馆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

范。 

本次编制的主要目的是明确文化馆服务职能，丰富服务资源，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效能，充分

发挥文化馆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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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化馆服务的资源、内容、方式、效能、监督与评价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文化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566.1-2007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T 41-2014  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T 136-2010  文化馆建设标准 

3 总则 

3.1 文化馆服务应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3.2 文化馆服务应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素养，进一步规范文化馆的公共服务，提升文化馆服务效

能。 

3.3 文化馆服务应以人为本，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 

3.4 文化馆应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以文艺形式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群众文艺辅导培训、群众文艺创作、民间艺术传承保护、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等活动。 

3.5 文化馆的服务对象包括所有公众，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

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3.6 本规范是评估和衡量文化馆服务效能与管理水平的主要依据。 

3.7 文化馆的服务与管理除执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文件与规范。 

4 设施设备 

4.1 馆舍建筑要求 

4.1.1 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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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选址应纳入当地城市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选择在城市文化中心或人口集中、位置适中、交

通便利、环境及地质条件良好的地区。 

4.1.2 规模 

文化馆规模应依据服务人口确定。省、市级人民政府所在地设置大型文化馆，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

设置中型以上文化馆。大型及中型文化馆规模符合JGJ/T 136-2010相关标准。 

4.1.3 总体布局 

文化馆总体布局应达到建筑功能合理、动静分区明确、空间构成紧凑、日照通风良好、人流聚散畅

通等要求。 

4.1.4 建筑安全 

4.1.4.1 总则 

文化馆建筑应符合JGJ/T 136-2010和JGJ/T 41-2014要求。 

4.1.4.2 建筑防火 

建筑防火性能应符合GB 50016-2014要求。 

4.1.4.3 无障碍通道 

应按国家GB 50763-2012要求设计无障碍设施与通道。 

4.1.5 功能用房 

功能用房包括群众活动用房、业务用房、管理用房和辅助用房等。其中群众活动用房的使用面积比

例，不低于总使用面积的77%。 

4.1.6 室外场地 

室外活动场地的面积，省级文化馆不低于1200平方米，市级文化馆不低于1000平方米，县级文化馆

不低于800平方米。 

4.1.7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4.1.7.1 总则 

文化馆应在主体建筑内外设置公共信息导向标识,标识应符合GB/T 15566.1-2007。 

4.1.7.2 统一标识 

主体建筑外应设立醒目的文化馆统一标识。 

4.1.7.3 范围区域标识 

建筑入口处应有范围区域标识。各楼层、功能用房应设有醒目的标识，标示清晰。 

4.1.7.4 无障碍通道标识 

无障碍通道应设置醒目的标识。 

4.1.8 环境要求 

4.1.8.1 文化馆服务场所应做到环境整洁美观，室内舒适干净，室外活动场地应符合公共文化设施的

环境要求。 

4.1.8.2 环境布置应体现当地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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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设施性质 

文化馆馆舍及设施应用于公益性文化服务，不得将馆舍及设施用于与公共文化服务无关的商业经营

活动。 

4.2 服务设备 

4.2.1 网络和宽带接入 

文化馆应配备网络传输、宽带接入和无线WIFI设备。 

4.2.2 数字化设备 

应配备计算机、照相机、摄像机等数字化设备。 

4.2.3 演出设备 

应配备灯光、音响等演出设备。 

4.2.4 展览设备 

应配备包括美术、书法、摄影等艺术作品的布展设备。 

4.2.5 培训设备 

应配备多媒体投影演示、视听播放、互联网教学、课桌椅等培训设备。 

并应当根据需要配备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等相关设备。 

4.2.6 其他设备 

文化馆应当配备艺术档案收集、保存、利用的相关设备。 

有条件的文化馆可以配置录音棚、健身娱乐器材、流动舞台车、LED宣传屏等设施设备。 

5 服务人员 

5.1 总体要求 

文化馆工作人员应当爱岗敬业，文明礼貌，积极主动，热情服务。 

5.2 学历要求 

文化馆应配备学历结构合理的工作人员队伍。省、市两级文化馆新进人员应达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县级文化馆新进人员应达到大学专科人员以上学历。 

5.3 人员数量 

文化馆工作人员数量的确定，应按照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编委办核准的编制数量，超出部

分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齐配全工作人员。 

5.4 专业结构 

文化馆应配备与其工作职责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

影、理论研究、数字化服务等专业技术人员。 

5.5 专业配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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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比例，省级文化馆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不低于70%，市、县两

级文化馆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不低于65%。 

5.6 培训教育 

文化馆应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每年组织文化馆人员培训班不少于4期。县级以上文化馆工

作人员每年参加脱产培训时间不少于15天。 

6 公共服务 

6.1 基本要求 

6.1.1 免费开放 

文化馆应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设施应实行免费开放，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免费。 

6.1.2 开放时间 

文化馆开放时间每周不少于42小时，错时开放时间不少于总开放时间的三分之一。 

6.1.3 服务公示 

6.1.3.1 公示内容 

公示内容应包括文化馆的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人员、服务承诺等信息及规章制度。 

6.1.3.2 公示方式 

文化馆应在馆内醒目位置和文化馆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公众公示服务信息。文化馆

活动信息应提前一周公示。 

6.1.3.3 闭馆告示 

文化馆若因故确需暂时闭馆，须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提前一周公告。如遇公共安全等突发

事件，须临时闭馆或暂时关闭某些区域、暂停部分服务的，应及时告知公众。 

6.2 阵地服务 

6.2.1 总则 

文化馆应利用馆内场所，组织开展培训讲座、展览展示、文艺赛事、文艺辅导等公共文化服务。 

6.2.2 服务内容 

文化馆应在馆内开展普及性的培训讲座、展览展示、文艺演出、文艺赛事、文艺辅导、民间艺术保

护以及其他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 

6.2.3 常设项目 

文化馆内常设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不低于6项。 

6.2.4 演出赛事 

文化馆每年在馆内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演出赛事活动不少于12次。 

6.2.5 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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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每年在馆内举办艺术展览活动不少于4次。 

6.2.6 培训讲座 

文化馆每年应在馆内组织公益培训或讲座。省级文化馆每年不少于15次；市、县级文化馆不少于12

次。 

6.2.7 其它活动 

文化馆每年组织群众文艺创作和群众文艺作品推广活动应不少于2次。 

文化馆每年组织各类理论研讨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应不少于3次。 

6.3 团队建设 

文化馆应组建馆办文艺团队，省、市级文化馆不少于5个，县级文化馆不少于4个，并定期对馆办文

艺团队进行辅导。 

6.4 基层服务 

6.4.1 总则 

文化馆应定期组织下基层讲座、演出、展览等公共文化服务，辅导群众文艺团队，培育基层文化品

牌，指导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6.4.2 专业技术人员年人均基层服务时间 

文化馆专业技术人员年人均深入基层培训、辅导、调研、指导天数：省级文化馆不少于20天，市级

文化馆不少于24天，县级文化馆不少于36天。 

6.4.3 文艺演出 

文化馆每年应组织文艺团队下基层演出，省级文化馆不少于20 场（次），市级文化馆不少于30场

（次），县级文化馆不少于40场（次）。 

6.4.4 艺术展览 

文化馆每年应组织下基层展览，省级文化馆不少于15场（次），市级文化馆不少于9场（次），县

级文化馆不少于6场（次）。 

6.4.5 文艺培训 

文化馆每年应面向基层举办各类社会文化艺术培训班（包括老年人、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

省级文化馆不少于40期，市、县级文化馆不少于20期。 

6.4.6 基地建设 

文化馆应在基层建立群众文化辅导基地。省级文化馆不少于15个，市级文化馆不少于9个，县级文

化馆不少于6个。每个基地每年组织活动不少于1次。 

6.4.7 文化走亲 

文化馆应积极参与文化走亲活动。市、县两级文化馆每年参与跨区域文化走亲不少于4次。 

6.5 数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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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总则 

文化馆应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和载体，开展数字文化馆建设，开展网上艺术展览鉴赏、网络

文艺赛事及远程艺术培训和辅导等数字化服务功能。 

6.5.2 网站服务 

文化馆应建立网站。 

文化馆网站应提高原创信息更新量，省级文化馆每月不少于15条，市级文化馆每月不少于8条，县

级文化馆每月不少于5条。 

6.5.3 新媒体服务 

文化馆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6.5.4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文化馆应当建设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开展网上文化信息服务、艺术鉴赏、艺术展览、文艺比赛、艺

术培训和指导，以及利用数字资源开展其他数字文化服务。 

6.6  志愿服务组织 

6.6.1 志愿者队伍 

文化馆应建立文化志愿者队伍。 

6.6.2 志愿者培训 

文化馆应根据志愿服务需要，对文化志愿者进行必要的培训，每年不少于2期。 

6.6.3 服务内容 

文化志愿服务主要包括展览展示、培训讲座、文艺演出、文艺辅导，以及其他公益性群众文化服务。 

6.6.4 志愿者管理 

文化馆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文化志愿者的招募、注册、培训、评价、激励等办法，对文化志

愿者进行规范管理。 

6.7 总分馆服务 

县级文化馆应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 

6.8 文化馆法人治理 

各级文化馆应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文化馆法人治理。 

7 安全管理 

7.1 安全制度 

文化馆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7.2 消防设施 

省
文
旅
标
技
委



                                                                                      DB33/T 2080-2017 

7 

文化馆应在公共文化活动区域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消防栓、灭火器等

消防器材均应处于完好状态。 

7.3 安全通道 

文化馆应在公共文化活动区域建有安全通道，安全疏散标识明显。 

文化馆的剧场、展览厅等人流量大的场所，应设在建筑首层，并设置直接对外的安全出口或应急疏

散通道。 

文化馆与其他文化设施联合建设的，应相对独立，并设有专用出入口。 

7.4 应急预案 

文化馆在举行大型群众文化活动时，应事先做好安全预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应对各种突

发事件的发生。  

7.5 活动报备 

文化馆在举办大型文艺演出、大型艺术展览等活动，应参照国务院和浙江省关于大型群众性活动安

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备。  

8 评估监督 

8.1 服务质量评估 

文化馆应定期对文化服务质量进行分析评估。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 

8.2 监督途径 

文化馆应在显著位置设立意见箱，公开监督电话，开设网上投诉通道，建立馆长接待日，召开公众

座谈会，征集公众意见。 

8.3 意见处理 

文化馆对公众投诉事项和内容，应及时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改进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8.4 公众满意度调查 

文化馆每年应进行不少于一次的公众满意度调查，满意度应不低于80%。 

8.5 年报制度 

文化馆每年应发布年度服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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