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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人民

群众和文化工作者投身文化创造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

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是实现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

基础和条件。”如何贯彻落实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全社会营造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氛 围，

让 蕴 藏 于 人 民 中 的 文 化 创 造 活

力 得 到 充 分 发 挥 ？ 如 何 发 挥 基

层 单 位 在 提 供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方

面的作用，让党中央的文化惠民

政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

成果？

2012 年，当很多地区还在寻

求定位的时候，文化的硕果已在

一些地方飘香。在北京西南 20 公

里的房山区府所在地，总面积 10.4

平方公里的西潞街道早在几年前

就尝到了基层文化建设的甜头，

街道从外观到居民精神状态都发

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同时，文

化的发展也推动了街道政治、经

济的全面提速，从 2006 年的 5800

万元到 2011 年的 3.1 亿元，西潞街

道的财政税收实现了质的跨越。

作为房山区良乡卫星城西大门，

北京西南大门的交通要冲，街道

自 2006 年 9 月 14 日成立以来，围

绕建设和谐、发展、创新、务实西

潞的目标，确立了以街道为中心，

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现

代化科技手段为支撑，打造和谐

社区的理念，在文化阵地、文化队

伍、文化平台建设方面积极探索，

开创了人人参与文化活动、人人

打造文化品牌、人人享受文化生

活的良好局面。

文化阵地建设：共建共
享，夯实文化发展基础

相 对 2019 平 方 公 里 的 房 山

区，西潞街道的面积在诸多乡镇

街道中并不占优势，参与文体活

动的场地从哪来？如何在寸土寸

金的西潞开辟出广阔的文体天地

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

街道领导班子认真研究，整合社

会资源，把目光投向了拥有标准

体育设施的学校操场；与此同时，

在有条件的社区建设室内活动中

心，使文化活动摆脱天气和时间

的限制，满足居民室内外活动的

双重需求。

资源共享，学校操场对社会

开放

清早 6∶30，西潞街道良乡三中

的操场上已如集市般热闹，跑步

的、踢球的、仰卧起坐的……值班

室的李大爷每周末早上 6 点来到

学校为锻炼身体的居民开门，提

起 学 校 操 场 对 外 开 放 ，李 大 爷

乐 呵 呵 地 说：“ 原 来 我 们 跑 步 遛

弯 都 围 着 操 场 的 外 墙 转 ，路 不

好 走 不 说 ，因 为 紧 靠 马 路 还 发

生 过 交 通 意 外 ，给 大 家 造 成 恐

慌。学校操场从 2011 年起开始定

点开放，不但有了场地，而且设施

齐全，定期有专业人员检修维护，

方便多了。”

早在 2007 年，西潞街道就与

辖区内的北潞园学校协商，将操

场作为活动场地，免费对外开放，

在约定的时间内居民可以进操场

自由活动。随后，经过 3 年的试点

运作，资源共享的开放政策获得

了周边百姓的一致认可，而后街

道内的良乡三中、良乡三小、良乡

四中也相继实现开放，开创了京

郊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先

河。同时，为保障政策落实，西潞

街道还制定并不断完善工作和管

理制度，根据免费开放后未成年

人和老年人增多的情况，管理人

员 建 立 健 全 了 安 全 保 卫 制 度 和

预防处理突发事件的实施方案，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预 防 各 种 设 施 设

备的损坏和安全事故的发生，营

造 出 安 全、优 雅、洁 净 的 活 动 和

休闲氛围。

现在，到体育场进行锻炼成

为周边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尽

管每年街道都要花费近百万元的

资金在操场的维护管理上，但对

于开拓进取的西潞人，资源共享

创新了文化阵地建设思路，夯实

了文化发展的基础，拉近了政府

和百姓的距离，着实是一件惠及

千家万户的好政策。

文体活动中心，打造室内文

化活动新阵地

操场作为室外活动场所受限

于天气的影响，为此西潞街道打

开思路，建设了室内文体活动中

心，使很多基层文艺团队找到了

发挥的空间。

现在，不管天气好坏，爱跳舞

的王家梓大姐每天都带着一群姐

妹来广场跳舞锻炼身体。原来，

距离她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处政府

提供的免费活动场所——西潞园

文体活动中心。每天上午 7 点到 9

点是广场舞的活动时间。据说，

活动中心很抢手，棋牌室、兵乓球

室、合唱室……早上 6 点到晚上 10

点，排得满满当当。

几年前，王大姐并不愿意来

中心活动，“设备不全、没人组织，

锻 炼 的 环 境 并 不 是 很 好。”据 了

解，西潞园活动中心很早就建起

来了，但由于管理不善，活动中心

的利用率并不如人意。转变发生

在 2010 年，街道对多个室内公共

活动场所进行集中治理，重新装

修，明确功能划分，责任到人，进

入绩效考核，真正实现为民所用

的目的。仅西潞园的活动中心，

街道就拿出 100 多万元的资金，

不仅添加了基本的公共设施，还

增设了用于表演的舞台、座椅、音

响设备、灯光，一到晚上，男女老

少就聚集到中心里，吹拉弹唱各

展技艺。

为给居民提供充足的活动空

间，2011 年，西潞街道积极争取区

文委的支持，建设了安庄和詹庄

文化大院，600 平方米的文化大院

同时供几百人参与文体活动，进

一步改善了农村群众文化娱乐的

环境；同时，街道积极改建辖区内

的 行 政 村 和 社 区 的 文 化 活 动 场

地，打造和谐有序的环境，为广大

百姓开展文体活动创造条件。

室内室外双重空间的打造，

满足了居民多时段、多方式的活

动需求。这些活动场地和设施激

活着文化生活的“神经末梢”，全

民健身、人人参与文体活动的风

尚越来越浓厚。

文化队伍建设：艺术培
训传帮带，人人都是志愿者

活动场所有了，钱投入了，下

一步就是发挥场地作用开展文体

活动，培养一批拿得出、叫得响的

文化团队。西潞街道现有两支艺

术团，14 支社区（村）文艺演出队

伍，演职人员千余人，在服务百姓

日常生活的同时，还担负着把西

潞人热情进取的精神气儿带出房

山，向首都人民展现京郊百姓多

姿多彩生活面貌的使命。

文化志愿者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西潞街道北潞园社区活跃着

这样一支志愿者文体队伍。这支

队伍创建于 2002 年 1 月 23 日，主

要工作是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文体

活动及各种宣传讲座服务。

作为志愿者之一，今年已经

74 岁的潘伟清依然清楚地记得第

一次到北潞园社区的情景。那时

他 作 为 街 道 艺 术 团 的 顾 问 来 社

区搞活动，了解到北潞园几年前

就成立了自己的合唱团，便想合

作 一 起 搞 演 出 。 可 摸 清 情 况 之

后，潘伟清犯愁了：“队员们专业

知识几乎空白、活动设备早该淘

汰，单凭着成员的热情维持，长此

以往，大家的主动性受挫，不利于

长远发展。”

据说，北潞园早在 2000 年就

想发展社区文化活动，便在社区

领导的倡议下组建了合唱团，成

员全是社区业余的合唱爱好者。

可毕竟是业余水平，每每想参加

街道甚至区里的比赛，都因不够

水准被淘汰，几年来一直没有多

大起色。

潘 伟 清 2002 年 10 月 来 到 合

唱团时社区资金也周转不开，他

垫了 5000 块钱买电子琴；市里打

一张歌片比房山便宜 4 角，为省

钱他每周坐公交去市里，一跑就

是 6 年；2008 年房山区委宣传部

举行奥运歌曲大家唱歌咏比赛，

潘伟清不慎摔坏了膝盖，他坐着

轮椅为大家辅导，那次合唱团取

得了成立以来的首个第一名的好

成绩……10 年间，潘伟清为街道

志愿服务 5000 个小时以上，他说

最大的动力就是高兴，不仅自己

高兴，也把幸福感传递给每位热

爱文艺活动的群众。

现在北潞园社区文体志愿者

队伍已经由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

上千人，从空竹队、舞蹈队到书画

队、风筝队，社区在最大程度上满

足着不同人群的需求。融洽氛围

的形成给北潞园带来的不仅仅是

一座座奖杯，还有和谐的社区建

设和始终争创一流的党建。“社区

就应该多些像潘老师这样的志愿

者，在给我们送演出的同时把活

动的技能也教给我们，这样我们

的精神生活才会像收入一样噌噌

地往上涨！”老百姓高兴地说。

培养文艺骨干，把幸福撒播

到更大的舞台上

10 多年来，西潞街道艺术团

作为文艺团队的领头羊，不仅经

常性地为社区、村镇百姓表演节

目，而且充分挖掘艺术人才，培养

起一支支具有专业水准的艺术团

队 ，文 化 志 愿 者 遍 布 社 区 开 展

服 务 ，实 现 了 文 化 活 动 全 民 参

与 的 目 标 。 热 爱 舞 蹈 的 贺淑香

就 是 文 化 志 愿 者 队 伍 中 的活跃

分子。

贺淑香现为西潞街道舞蹈队

的队长。她最早把广场舞带到了

街道，在艺术 团 搭 建 的 平 台 下 ，

向全街道居民推广，因为接受度

高、简 单 易 学，所 以 很 受 当 地 群

众的欢迎。2011 年，她被北京市

第 八 届 全 民 健 身 体 育 节 组 委 会

授 予“ 全 民 健 身 明 星 指 导 员”称

号，照贺淑香的话说：“荣誉的获

得离不开街道实行的‘街道——

社区——文艺团队’三级辅导培

训机制发挥的作用。”

贺淑香说的培训机制是西潞

街道为了加强文化队伍建设实行

的一种“传帮带”制度。由于基层

团队水平不一，无法经常性组织

大规模的培训指导，所以街道领

导 班 子 从 各 社 区 和 行 政 村 选 拔

业务能力强的骨干，针对全年的

演 出 任 务 ，有 目 的 性 地 进 行 指

导 。 指 导 老 师 根 据 群 众 需 求 编

排一些易接受又具特色的节目，

然后教给骨干队员，骨干队员再

教给每位成员，如此一带二，二帮

三，整个团队的水平就有了明显

的提升。

灵活创新的机制很快发挥成

效。目前，西潞街道已有舞蹈、书

画等文体活动协会组织 8 个，文化

志愿者上千名。街道的秧歌队多

次参与区里举办的文艺汇演，自

编自演的舞蹈得到群众好评；应

居 民 要 求，街 道 组 织 举 办 了“ 太

极 拳 培 训 班”，代 表 西 潞 街 道 参

加 了 在 鸟 巢 举 办 的“ 万 人 太 极

拳”活动；戏曲队组织的“河北梆

子专场汇报演出”，深得中老年人

的欢迎，为传承民族文化艺术做

出了贡献……

文化志愿队伍从弱到强，文

化志愿者成为群众文化建设这张

网上的点，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织 就 了 和 谐 街 道 建 设 的 美 好 图

景，原先令人头疼的邻里矛盾、干

群矛盾在一场场充满笑声的文化

活动中被化解，从上到下一直强

调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进

了基层社区和行政村，西潞街道

活跃的文化氛围演化成对党中央

政策最好的解读。

活动载体建设：政府搭
台，百姓唱戏

长期的文化浸染，让每位西

潞人成为了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好

手。为了展示居民才艺，西潞街

道 12 个社区都组织了周末大舞

台，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让百姓

成为舞台的主角。2011 年，街道

全年共演出周末大舞台 14 场，星

火工程 14 场，5 个行政村和 13 个

社区一年四季都开展各种文体活

动。提及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带

来的深远影响，受惠于基层群众

文化建设的西潞百姓都有着切身

体会：“唱歌跳舞不再是‘有钱人’

的专利，这都得益于街道搞文化

建设的决心和高执行率。可把大

家团结到一块，提高水平赛一赛，

还得靠政府的引领作用。”

不眠的“塞纳河”，不一样的

文化生活

西潞的百姓管刺猬河又叫塞

纳河，发源于崇青水库的刺猬河

贯穿西潞而过。河边多公园，一

到夏季，荷花摇曳，清香一片，成

为居民消暑纳凉的好去处。面积

广阔的刺猥河，像位包容的母亲，

在所有时段，以多种形式兼容了

所有西潞人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全

部想象。

不管什么时候经过刺猬河，

你都会看到河边热闹的人群，大

家来自不同的单元楼、不同的小

区，交流着生活中的新鲜事，“唱

歌跳舞的人多了，赌博扯皮的人

少了，人与人的沟通融洽了，群众

幸福指数明显提升了……”居民

纷纷称赞文化活动给生活带来的

变化。

刺猥河畔吸引着方圆数里的

群众前来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让文化惠民的种子由此撒向

京郊大地，多姿多彩、各具品相的

文化活动如 5 月遍开的鲜花，绽放

在西潞的每个角落。

而对于刺猬河的开发利用，

西潞人还有着更长远的规划。

刺猬河生态规划设计方案已

经纳入房山区建设“三化两区”新

房山的整体规划之中。而作为刺

猬河流经地区之一的西潞，也将

运用新的治河理念，把刺猬河治

理成为一条生态、自然型的河道，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不久

的将来，一条“刺猬河生态城市创

意珍珠线”将贯穿西潞，在这条珍

珠线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并

存，商业空间与居民休闲空间合

理兼得，通过可持续开发，真正让

河道活起来，带给人们更多的享

受，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

会效益的协调统一，打造独具特

色的乐活天堂。

从大秧歌到斗牛舞的演变

文化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文

化场地的拓展，让西潞有了向外

界展示自己风采的能力，有了走

到更大舞台上表演的自信，连续

举办 3 届的街道运动会就是最好

的证明。

2011 年 5 月 29 日，西潞街道

第三届全民运动会在良乡中心小

学操场举行。在激昂的运动员进

行曲中，国旗手、西潞街道大旗、

运动会会徽、运动员代表队以稳

健的步伐、嘹亮的口号通过主席

台，整个运动场笼罩在一片热闹

和谐的氛围中。

开幕式后，进行盛大的文艺

表演。300 人的太极扇表演、300

人的学生表演 、500 人 的 斗 牛 舞

表 演 ，西 潞 辖 区 内 18 个 单 位 、

2000 余人参加 了 运 动 会 。 蔚 为

壮 观 的 场 面 赢 得 了 到 场 嘉 宾 和

观 众 的 好 评 ，很 多 人 感 慨 ：“ 除

了大秧歌，还能看到这么时髦的

斗牛舞，而且演员年龄都是 50 岁

左右！”

这 一 年，西 潞 街 道 成 立 5 周

年，在 良 乡 中 心 小 学 的 操 场 上，

上演的不仅是一场竞技运动会，

更 是 5 年 来 街 道 坚 持“ 文 化 活

动 为 载 体，为 民 服 务 为 着 力 点，

强 化 自 治 为 基 础，突 出 重 点、创

新 发 展 模 式 ，争 创 特 色 和 谐 社

区”发 展 思 路 的 成 果 展 示，西 潞

街道以一场意义深刻的“斗牛舞”

给了西潞人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

信心。

2012 年西潞街道已全面启动

“文化服务年”活动，深入开展群

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街道在现有

广场舞、太极拳的基础上，开展具

有影响力的赛事，调动群众参加

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在各社区开

展主题为“弘扬北京精神 建设文

化家园”的活动，以“贴近基层、贴

近百姓”为宗旨，以社区为单位，

组织开展楼宇之间的文体活动，

让更多的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

会；以流动电影放映和益民书屋、

社区图书阅览室为阵地，以文化

作品展览、读书体会交流为形式，

组织开展各项服务活动；通过文

化周末大舞台、星火工程、文化下

乡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

演出，与特色文化相结合，组织开

展广场舞、太极拳、合唱等大型比

赛，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展

现自我的舞台……在梦想的舞台

上，西潞人正借助自己的勤奋和

智慧把梦想一一变成现实。

2012 年 3 月，十一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今年的

文化发展思路指出：“要提供优质

丰富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发展

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基层文化

设施建设。”总理的报告为基层文

化 发 展 提 供 了 依 据 和 动 力 。 乡

镇、街 道 作 为 城 市 的 细 胞，只 有

认 真 贯 彻 党 中 央 关 于 基 层 文 化

建设的决策部署，把街道文化建

设 纳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总 体 规

划，不 断 总 结 经 验，采 取 有 力 措

施，加快推进城市街道文化设施

建设，才能为构建覆盖全社会的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打 下 良 好 基

础，才能让老百姓从旁观者成为

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创造者。今

天 依 托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建 设 起 飞

的西潞，到处体现着基层文化生

根 发 芽 、开 花 结 果 的 蓬 勃 生 命

力，未 来，以 西 潞 人 特 有 的 开 拓

进 取、求 实 奋 进 的 精 神，西 潞 会

在 群 众 文 化 这 片 厚 土 上 飞向更

深远的天空。

西潞：在繁荣群众文化的基点上腾飞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文化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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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娱自乐在“塞纳河”畔社区书画展

有利民的好事就要庆祝

自我健身也要一丝不苟北潞园社区春节联欢晚会现场

“共建和谐社区 唱响魅力西潞”合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