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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背景

    公共文化设施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大力推进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和建设是秦皇岛

市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增强城市功能，改善城市服务，提升城市品质的需要，是加

强基础建设，满足市民需求，建设文化强市的需求。秦皇岛市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应不断健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提高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

02 范围期限

    规划范围：本规划范围包括市域和中心城区两

个层次；市域规划范围为秦皇岛市行政辖区内的陆

域；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为港城地区、北戴河组团、

山海关组团和抚宁组团。

    规划期限：2021年—2035年。

        近期：2021年—2025年。

        远期：2026年—2035年。

03 对象界定

    按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河北省文化设施条例》，综合考虑文化活动特征和设施

管理主体，并结合国内外其它城市相关经验，确定本次规划对象为：公共文化设施是指向公众开

放用于文化活动的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站）、青少年宫、文化

广场、工人文化宫、综合性文化设施等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

      四类：设施类别分为图书阅览类、博物展览类、表演艺术类和群众文化活动类四类；具体

包括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美术馆、科技馆、剧院、音乐厅、文化馆、

各类活动中心（文化宫）、综合文化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群众文化活动类中的综合文化站

和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基层文化活动类；

    一空间：除以上设施外，可用于文化活动的设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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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目标愿景

    总目标

    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提档升级，全市人均拥有文化设施面积、接受文化服务次数

跻身全省先进行列，人民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地享有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秦皇岛市文化软实力、

社会美誉度和竞争力显著提升，高质量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强市、美丽港城新征程。

   阶段发展目标

河北省文化旅游展示窗口
京津冀区域重要文化交流中心

全国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1.近期（2021—2025年）

    ——在市、区级、乡镇（街道、管理处）、行政村（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

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改造、扩建和新建等举措，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一体建设迈上新台阶，公共文化服务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

得感和满意度显著增强。

    

    3.远期（2026—2035年）

    ——立足秦皇岛市长期发展定位，巩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成果，

初步建成“河北省文化旅游展示窗口、京津冀区域重要文化交流中心、全国知名文化旅游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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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配置标准

    1.公共图书馆（区级及以上）配建标准

    公共图书馆内藏书区、借阅区、咨询服务区、活动区、业务区、办公区、保障区等各类用房

设计及建设标准参照《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JGJ38-15）要求执行。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新发展要求，秦皇岛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均应达到国家二级馆以上标准，即建筑面积

不低于4500m²。

   

类型 常住人口区间 千人面积指标（m2/千人） 建筑面积（m2）

大型馆 150—400万区间 9.5—13.3 20000—38000

中型馆

100—150万区间 13.3—13.5 13500—20000

50—100万区间 13.5—15 7500—13500

20—50万区间 15—22.5 4500—7500

小型馆
10—20万区间 22.5—23 2300—4500

3—10万区间 23—27 8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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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配置标准

    2.文化馆（或群艺馆，区级及以上）配建标准

    文化馆（群艺馆）内群众活动用房（演艺、交流、培训、娱乐）、业务用房（创作、研

究、会议）、管理用房（办公）、辅助用房等设计及建设标准参照《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41-14）要求执行。

类型 常住人口 建筑面积（m2）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m2） 建筑密度（%）

大型馆 50—250万区间 4500—6500 1200—2000 25—40

中型馆 20—50万区间 3500—5000 900—1500 25—40

小型馆 5—30万区间 2000—4000 600—1000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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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博物馆配建标准

    博物馆内部功能区间设计及建设标准参照《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6-2015） 要求执

行。另根据文物保护相关规划要求，每25万服务人口，应规划建设一座博物馆。

   

类型 特大型馆 大型馆 大中型馆 中型馆 小型馆 省重点市综合
类博物馆

建筑面积
（m2）

不低于
50000

20001—
50000

10001—
20000

5001—
10000 低于5000 10000—20000

05 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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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乡镇（街道、管理处）综合文化站配建标准

   街道、管理处综合文化站参照乡镇综合文化站配建标准建设。综合文化站内文化体育活动用

房、书刊阅览用房、教育培训用房、网络信息用房、管理和辅助用房根据实际进行合理划分。综

合文化站作为群众文化活动场所，建议单独设立。

   与国家规范确定的各类设施分级标准相对应，结合秦皇岛市规划和管理实施情况，将秦皇岛

市公共文化设施分为市级、区级、乡镇（街道）级、行政村（社区）级共四级，并以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为重要补充，重点对市级、区级公共文化设施主要按照区域统筹要求配置，并进行布点规

划；对乡镇（街道）及行政村（社区）级设施进行规划指引，按照基层行政区划全覆盖要求配置，

方便居民就近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主要集中在人口聚集地，由政府引导，

社会主体结合实际开办。

类型 常住人口 建筑面积（m²） 备注

大型站

5—10万区间 800—1500 —

超过10万 —
参照《文化馆建设标准》（建标136-2010）
中服务人口5万以上的市辖区文化馆建筑面积

指标确定

中型站 3—5万区间 500—800 —

小型站 1—3万区间 300—500 —

06 配置体系

05 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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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文化设施规划布局

    1.规划空间结构

    以秦皇岛市独特的山海文化（长城、关城）基底为依托，规划构建“两带三区、三心四级”

的文化发展空间结构。

       

    2.文化设施规划布局

    市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布局——以城市更新、新型城镇化建设为载体，打造与服务人口、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结构合理、公私兼有、运行高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以秦皇岛市博

物馆、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为核心，推进秦皇岛市大剧院等相关文化设施建设。

    区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布局——对标公共文化设施国家建设、服务和评估定级标准，推动区

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提档升级、全面达标。主要区级为：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

区、抚宁区。

    乡镇（街道）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布局——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全面履行保障基层文化设施

建设、管理、运行的主体责任，加强和规范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设施建设，推动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与新时代文明中心（站、所）共建共享。

    行政村（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布局——以“标准化建设、特色化提升、智慧化赋能”

为原则，全面实施行政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提质工程。完善区级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

设文化馆、图书馆和青少年宫，建设全民健身中心。

滨海文化活力带和长城历史文化带

两带

海港综合文化服务区、北戴河国际文旅区、山

海关-抚宁历史文化区

三区

青龙满乡民族风情与燕山生态魅力文化中心、

卢龙夷齐文化与古城文明地域文化中心、昌黎

碣石文化与葡萄酒产业特色文化中心

三心

市、区、乡、村级公共文化设施

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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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实施保障措施

• 强化依法行政，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执法检查，压实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法律实施责任。

• 积极研究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市场管理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支持地方政府

出台保障旅游和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强化政策支持

• 加强文化设施与各类规划相衔接，优先保障公共文化设施用地需求。

• 提高文化设施利用效率，促进文化设施特色提升。

• 对重大文化设施用地进行空间预控，针对不可预期的重大事件做好战略留白。

加强组织领导

• 以秦皇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引领，在新一轮国土空间布局中强化公共文化空间结构与

重大设施的空间落位，支撑秦皇岛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

• 同时加强市、区上下联动，结合区域发展需求，适时启动县级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编制，通过市区联动，协同编制，实现上下一致，协同实施。

突出规划引领

• 健全衔接配套、职责明确的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确保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水平

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建立公共文化发展基金，通过捐助设施设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

赞助活动、提供产品或服务等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加大多元投入



公共意见提交途径

联 系 人：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王成成
联系电话：0335—7835055
电子信箱：qhdggfwk@126.com 
（请在邮件标题标注“秦皇岛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意见建议”
字样，并在正文中注明姓名、联系方式） 
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123号（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
1408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