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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共文体中心关于《关于全面推进辖区公共
文体场馆社会化运营的建议》的回复意见

尊敬的人大代表：

《关于全面推进辖区公共文体场馆社会化运营的建议》（提

案第 20240529 号）收悉。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水平，我中

心对下辖场馆进行了社会化运营探索，现结合我中心实际，现将

落实情况反馈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中心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区探索“政事分开、管办

分离”文化体制改革下组建的正处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负责

区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管理与运营，并依托场馆开展公共文化

体育服务。目前，我中心负责运营管理的区属公共文化设施共 6

个，包括 5 个主题文化馆、1 个美术馆，总建筑面积约 4 万平方

米。

二、探索打造提供全时段服务门类

我中心前期通过线上调查问卷形式开展了安托山公共文化

中心公众需求调研工作，其中“24 小时自习室”为市民最期待

的功能，对于市民的强烈需求，我中心积极做出响应，服务时间

“延时”升级，服务时间由原来的“朝九晚九”进一步延伸为全

时服务。我中心先后在福田文体中心·梦工场、福田文体中心·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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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主题馆打造了两个“24 小时自习室”，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全

时段自习服务。

除“24 小时自习室”功能以外，我中心正在建设的安托山

公共文化中心，将在塔楼打造“健身房”“排演厅”“琴房”等

“24 小时”系列文化空间，为市民提供更多样、更丰富的全时

段服务门类。

三、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设施管理运营

（一）梦工场“空间领养”模式探索。福田文体中心·梦工

场是我区着力打造的全国首家以青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的文

化场馆。近年来通过探索“空间领养”运营模式，改变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由政府单一主体模式转变为多元供给主体共同参与。

馆内规划有福田 24 小时自习室、元宇宙体验空间、虚拟演播厅、

桌游体验空间、DJ 体验空间、潮流便利店、咖啡厅、智能排练

厅等科技感、体验感较强的活动空间。通过公开遴选的方式，招

募各空间的运营主体，一方面弥补了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节约

了财政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通过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场馆的

运营和管理，以提供更加专业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服务，

使得场馆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

（二）“市民共享展厅”计划。为了更好的撬动社会力量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利用各主题文化馆空间资源，我中心结合

下辖各主题馆实际，于 2024 年推出“市民共享展厅”计划，将

戏剧主题馆、音乐主题馆、非遗主题馆、福田美术馆，合计 2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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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共 7 个展厅区域，面向社会机构和个人招募“市民共享

展厅”合作方，通过展厅共享、市民共建的方式，合作推出系列

精彩展览展示活动，共同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助力。

（三）特许经营模式探索。中轴云廊是我区“福[+]计划”

的重点打造区域，通过探索特许经营模式，引入有实力有经验的

第三方社会机构参与到中轴云廊的运营，做到收支自平衡，后续

无需政府再额外付费。运营机构可利用中轴区位优势和自身资源

进行整合，通过公共艺术作品，活跃商圈氛围，增加中轴人气，

加速推进中轴云廊成为“宣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地标，打造集

公共艺术、文化创意、艺术工坊、公益服务、餐饮配套等多元业

态为一体的城市艺术文化聚集地，配套系列品牌活动，实现“文

化+商圈”联动运营，提升中轴整体文化商业氛围，打造城市漫

行艺术中轴。

（四）坚持“公益+经济”。我中心 2024 年第一季度共安排

剧场使用 61 场次，惠民 21200 人次。其中，自办公益演出 30 场，

惠民低票价 17 场，外租活动 2 场。继续深化下辖剧场运营机制

改革创新，提升运营效益。一是参考市内外剧院通常做法，增加

配套设施设备及广告设置等营收渠道，激活剧场配套资源；二是

参考专业剧院先进经验，针对商演剧目探索票房分成合作方式，

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四、下一步计划

我中心将继续打造音乐主题馆、非遗主题馆、舞蹈主题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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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馆的“24 小时自习室”，在后续新建文化设施的过程

中，坚持建设和运营并重，在规划建设初期即考虑后续运营，继

续探索新的公共文化业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营，

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

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2024 年 6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