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农村文化活动方案 农村年度文化活
动方案(汇总5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
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
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农村文化活动方案篇一

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

为了进一步规范农村文化礼堂的“五有”标准，加强“四
型”建设，完善文化功能，努力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成为农
村文化活动阵地、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着力打造农民群众精
神家园。经研究，决定建立农村文化礼堂“送文化，种文
化”活动制度。

一、活动主旨

按照“文化礼堂、精神家园”的定位，农村文化礼堂以设施
建设为基础，以内容建设为核心，以文化活动为支撑，确保
农村文化礼堂长效作用的发挥。在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过程
中和建成开放后，充分利用文化礼堂平台，精心设计活动载
体，根据群众需求，组织开展公共文化配送、文化艺术培训、
乡村文艺汇演、传统民俗文化等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
的“送文化，种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吸引
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增强农民群众对文化礼堂的亲近感、认
同感和归属感，实现农村文化礼堂的常态化开放和可持续发
展。

二、组织机构



统筹协调单位：县委宣传部

组织实施单位：县文广新局

配合协同单位：县文联、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相关乡镇(街
道)及行政村

三、实施方式

(一)“送文化”活动

1.送戏、送电影：组织开展重要节庆(如春节)、重要节点(如
文化礼堂竣工)送戏、送电影下乡活动。根据群众需求，每年
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开展送戏、送电影活动。实施单位为
县文化馆、乡镇文化中心站、县电影公司。

2.送讲座、送展览：组织开展文学、摄影、美术、书法等文
化艺术讲座，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讲座、文明上网快乐阅
读知识等专题讲座活动;组织开展非遗展览、摄影、美术、书
法等文艺作品展览活动。每年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送讲座
或送展览不少于两次。实施单位为县文联、县文化馆(非遗保
护中心)、县图书馆。

3.送图书、送器材：根据需求，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配送
必要的图书、音响、健身路径等活动器材，为当地农民群众
开展各项文体娱乐活动提供基础保障。实施单位为县文广新
局、县图书馆、县体育中心。

4.民间文艺团体送戏演出：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家协会、戏曲
家协会等协会专长，编排特色文艺节目，以文艺小分队的形
式，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开展送戏演出活动。实施单位为
县文联及其直属协会。

5.结合省委宣传部“千镇万村种文化”、省文化馆“耕山播



海”、市文广新局“绿谷风”大篷车送文化等省市文化下基
层活动，积极联系上级部门，将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文化技
能培训送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活动联系单位为县文化馆。

(二)“种文化”活动

1.组织开展全县性的广场舞大赛、农村文艺汇演等群众文化
活动，为农民群众搭建文化参与、文化创作和文化展示的平
台，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组织各类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每年
组织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不少于一次。实施单位为县文广新局、
县文化馆。

2.以农村文化礼堂为平台，结合传统节日和重大节庆，协助
乡镇(街道)、行政村，组织开展农民文化节、文艺汇演、春
节晚会、元宵灯会、传统民俗、农民运动会等各具特色、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活动中注重民间特色文化的传承和提
升。实施单位为乡镇(街道)、行政村，协助单位为县文化馆、
县体育中心、乡镇文化中心站。

3.持续实施农村文化体育队伍素质提升工程，每年至少组织
一次广场舞、健身秧歌、军鼓、腰鼓等大型文体活动技能培
训，适时组织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员培训，为基层培育群众文
艺骨干和活动带头人。实施单位为县文化馆、乡镇文化中心
站。

4.利用农村文化礼堂，组织开展群众文体队伍展示展演活
动(如广场舞展示、军鼓比赛等)，根据当地农民群众需求，
不定期组织开展广场舞、军鼓、腰鼓、小戏小品等文化技能
培训活动。实施单位为各乡镇文化中心站。

5.组织文联各直属文艺家协会深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协
助当地策划开展常态性、有特色、受欢迎的群众文艺活动;不
定期组织会员开展采风创作，吸引群众参与，形成良好互动，
共同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展示当地人文精神风貌。实施单位



为县文联。

6.县文广新局、文联等部门，特别是文化指导员，要在为农
村文化礼堂提供文化活动指导的同时，挖掘文化礼堂建设村
的特色文化活动，策划节目，参加各级各类比赛，不断激发
群众文化活动积极主动性。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联系

“送文化，种文化”活动主要实施方式为根据农民群众需求
提供“菜单式”服务。县文广新局、县文联要加强与各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点的联系，各有关乡镇(街道)、行政村也应加
强和以上部门的沟通联系，提出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牵头或配合组织开展群众喜爱的“送文化，种文化”活动，
同时做好统筹、协调、安全等工作，为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保
障。

(二)建立机制

建立文艺家协会联系农村文化礼堂制度、文化指导员联系农
村文化礼堂制度两个制度，促进文化礼堂活动持续开展。一
是发挥文艺家协会文艺人才专长，以各协会定点联系农村文
化礼堂创建村的方式，建立文艺家协会联系农村文化礼堂制
度，指导帮助当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和活动开展。二是发挥
文化部门职能优势，以属地指导管理为原则，建立以乡镇文
化中心站文化员为主的.文化指导员队伍，指导农村文化礼堂
开展各项文体活动。

农村文化活动方案篇二

我市的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在省、xx市文化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
下，在全市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通过全市文化工作者的共同



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今年全市的农村文化三项活动任务。截
止12月止，全市共送戏下乡演出180场，观众36万人次，送电
影下乡放映3200多场，观众100万人次，乡镇组织各类文化活
动145次，参与群众20万人次。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作了努力。

一、认真制定活动方案，做到“三个落实”。

为了把我市的农村文化三项活动方案制定好，我们和财政部
门的同志一道，在认真总结上年的活动情况的基础，仔细研
究，严格把关，并做到“三个落实”。一是落实活动资金。
今年我市的农村文化三项活动资金较上年有一定的增加，为
了尽快落实今年的三项活动资金，我们接到上级资金分配文
件后，立即主动与财政部门的领导联系，市财政局的领导在
年底财政支出较多、资金调度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及时拨付
全部的资金到文化局，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资金保证。
二是落实活动组织。为了保证三项活动的有序进行，市政府
对三项活动的开展进行了专题研究，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领
导为组长，各相关部门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并及时召开由
各乡镇分管领导、文化站长及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全
市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工作会议。会上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
宣传部长就如何做好今年全市的农村文化三项活动作了强调，
市文化局负责人总结了去年的三项活动，同时部署了今年的
工作。会议要求，各乡镇要站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惠农方
针政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开展三项活
动的重要意义，要成立相应的工作组织，积极组织好各项文
体活动，为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而努力工作，随后各乡镇根
据各自的实际，研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成立了相应的
组织机构，为全市农村文化三项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组织
保证；三是落实了活动《细则》。为了使全市的农村文化三
项活动不流于形式，取得了实效，我们在认真制定全市农村
文化三项活动方案的基础上，研究修改了《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对全市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报帐、督查、奖
惩及票据管理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针



对性，为活动的健康开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扎实开展三项活动，做到“三个结合”。

活动质量是活动的生命力所在，是活动能否长期开展下去的
关键。因此在开展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工作中，努力做到把活
动质量放在首位，具体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把“三项活动”与全市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是当前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也是推进农村
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
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为全市的新农村建设呐喊助威。在
活动的安排上，做到了每个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上至少安排一
场文艺演出，安排2场电影，组织一支文体活动队伍。一年来，
我们共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放映电影900多场，送戏演出60多
场，组建新农村建设文体活动队伍80多人次。在活动内容上，
我们也积极配合新农村建工作。市电影公司安排了《村镇建
设与环境保护》、《走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赌博的危
害》等影片，市地方剧团及时赶排了快板《计划生育好》、
小戏《祝寿》等农村朋友喜闻乐见的节目，使广大农民朋友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受到教育、受到启发，激发农民朋友建设
家乡、建设农村的热情，深受农民朋友的好评。

二是与农村“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丰城历史
悠久文化积沉深厚，挖掘传承丰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全市
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年以来，我们在开展乡镇农
村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注重挖掘各地有特色的文化资源。泉
港镇组织开展了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组织表演了丰城岳家
狮表演、扮故事表演、地方戏表演及花钗锣鼓比赛等，有近
万名农民朋友观看了演出，其中扮故事表演为泉港地区特有
的文化形式，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近40年没有表演过，
大部分农民朋友是第一次观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隍城
镇的农民诗歌、社火、梅烛文化节，更是吸引了省内外多家
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尚庄的农民剧团，每年表演200多场，



为传承弘扬丰城地方戏，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作出了贡
献。袁渡的制笔工艺、微雕技艺更是把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挥
到极致。据统计，一年来，全市各乡镇共组织各类文化表
演100多场，其中特色文化表演60场，为推动丰城特色文化
和“一村一品”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与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结合。配合市委、市政府
的中心是农村文化三项活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我们配
合全市的“科学发展，和谐创业”活动创作各类文艺节目50
多个，尤其是每年2次的机关干部“五同”活动我们组织市地
方剧团、电影放映队到各“五月”工作点演出10多场，放
映50多场。为了配合党的十七大的宣传我们组织文艺演出队
以快板形式宣传《十七大好》的文艺节目送到广大农村，使
农民更加认识到党的十七大的惠农政策的实质。各乡镇在组
织文体活动的过程中，也注重与各乡镇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以文化活动的形式推动工作的开展，取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我们尽可能地改善演出放映条件，全市各放映队
大部购臵了放映可需的三轮摩托车，市地方剧团投资近40万
元购臵了舞台演出车，有效地保证了演出质量，各乡镇也积
极更新、购臵演出设备提高活动质量，深受农民朋友的好评。

三、切实规范报帐手续，做到“三个严格”。

在活动报帐手续上，我们规范了报帐手续，切实做到“三个
严格”。一是严格审批活动方案。各乡镇年初上报的年度活
动方案我们都要组织人员进行严格审核，对少数乡镇不切实
际，不符合活动要求的方案，我们不予审核。二是严格审核
报帐资料。在报帐过程中，我们要求各项活动要有活动文字
资料、图片资料、录相资料三者缺一不可。在审核过程中，
我们要对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录相资料都必须是原始的。比
如，某乡镇将以前的活动经过简单加工上报，还有一乡镇将
网上下载的录相资料上报等，这些我们都不受理。据统计，
今年全市共有3个乡镇因资料不符合要求而没有审批。三是严
格审核活动预算报告。在审核预算过程中，我们要求本着节



约的原则，量力而行，报帐统一使用专用票据，同时要求要
有五人以上群众代表签字，否则，不予报帐。全年以来，我
们共剔除不合理开支3万余元，有效保证了活动经费的正常使
用。

一年来，我市的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
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个别乡镇领导对活动认识不足；二是
乡镇发展不平衡；三是农村文化专业人才偏少，从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活动的健康发展，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十七大提
出提出的精神，按照省、xx市提出的工作部署，结合丰城文化
工作实际，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为丰城的经济发展和谐社
会作出文化应有的贡献。

农村文化活动方案篇三

一、文化活动中心是开展各类排练和培训的活动场所，开放
时间为：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晚上7:00—9:00

星期六、星期天上午9：00—11：00;下午15：00—17：00

晚上7:00—9:00

四、爱护室内卫生，保持整洁，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
室内严禁抽烟;

六、爱护公共设施设备，不到处乱写乱画;

七、厅内所有设施、设备如有损坏、丢失，须由当事者承担
赔偿责任。



农村文化活动方案篇四

1、张扬个性的天地，全面发展的起点。

2、引万道清泉，浇祖国花朵；倾一腔热血，育未来栋梁。

3、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4、培养兴趣的摇篮，展示才华的舞台。

5、爱是情感的色彩，美是心灵的旋律。

6、建设一流的青少年活动阵地，造就新世纪创新人才。

7、丰富人生的乐园，收获未来的乐园。

8、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
灵的.深处。

9、学习是滋润灵魂的甘露，知识是理想飞翔的翅膀。

10、发展智力，培养特长、陶冶情操。

11、知识是人生成长的烛光，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12、夕阳晚霞翩翩舞，青春健康伴君行。

13、夕阳无限好，黄昏亦美好。

14、夕阳无限好，活动乐趣多。

15、一步一步脚步慢慢轻轻，一点一点笑容温暖雍容。



农村文化活动方案篇五

近年来，随着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文化活
动广场在农村地区建成。这些文化活动广场不仅为农村居民
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成为了传承和弘扬农村文化的重
要平台。最近，我有幸参观了我们村的农村文化活动广场，
深受震撼和启发，让我对农村文化活动广场有了深刻的体会。

第二段：场所的布局和功能

进入农村文化活动广场，首先吸引眼球的是宽敞明亮的广场
空间。广场上铺着整齐的石板路，四周环绕着绿树成荫。广
场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舞台上设有音响设备和灯光，
为各种演艺表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广场的四周有多个健身
器材、篮球场等设施，让人可以在这里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除此之外，广场还有供人赏景、休息的凉亭，以及供小朋友
嬉戏的游乐设施。这些不同功能的区域相互配合，使广场成
为了一个多元化的场所，满足人们不同的娱乐和休闲需求。

第三段：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

农村文化活动广场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让人们在享
受娱乐的同时也能接受文化熏陶。我在广场上欣赏到了各种
精彩的表演，包括舞蹈、戏曲、杂技等。这些表演不仅演员
技艺精湛，而且内容丰富，有时候会有寓意深远的故事情节。
广场还设有各种学习班，如绘画班、音乐班等，为农村居民
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机会。此外，群众性的活动也是广场的特
色之一，比如舞蹈大联欢、唱歌比赛等。这些活动增进了村
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第四段：传承和弘扬农村文化

农村文化活动广场不仅仅是提供娱乐活动的场所，更重要的
是它在传承和弘扬农村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广场的



边缘，我看到了一些展览馆，展览着农耕工具、农民艺术品
等，这是对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舞台上表演的戏曲节
目，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农村文化活动广场通过
提供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让农村居民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
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增强了文化自信。

第五段：人们的收益和关怀

农村文化活动广场不仅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文化娱乐的场所，
也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关怀。通过参与广场上的
各种学习班，人们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为
今后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广场的存在也提高了农
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他们在闲暇时间有更多的选择，享受
更多的乐趣。广场上还设置了志愿者服务站，为居民提供了
人性化的关怀和帮助。这些一系列的举措，使广场深受农村
居民的喜爱和认可。

总结：

农村文化活动广场以其独特的布局和功能、丰富多样的文化
活动、传承和弘扬农村文化的作用，以及给农村居民带来的
收益和关怀，成为了农村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这些广
场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娱乐和文化学习机会，推动
了农村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农村
文化活动广场将会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成，为广大农村居民
带来更多的欢乐和精神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