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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金秋的喜悦来自于收获，群众文化工作者的喜悦，就是看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日益得到了满足。前几期，本报逐一解读了成都市文化馆以“全域覆盖”的创新观念，建立了

健全完善的城乡文化阵地，实现了城乡群众文化活动联动发展。而公共文化服务要发展还需要更多充满热情与梦想的文化工作者，需要更多关注和热爱它的群众参与者，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期我们将着力解读成都市文化馆如何通过创新培训机制培养人才队伍，从而使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更有后劲和生命力。

由上而下，统筹城乡“四级五类”培训机制
——解读成都市文化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全域覆盖”之第三变

编后编后：：““ 硬 件硬 件 ””——— 文 化 阵— 文 化 阵

地 设 施 实 现地 设 施 实 现““ 全 域 覆 盖全 域 覆 盖 ”；“”；“ 软软

件件””———群众艺术培训实现—群众艺术培训实现““四四

个统筹个统筹”；”；成效成效———群众文化活—群众文化活

动 实 现动 实 现““ 全 城 联 动全 城 联 动 ”；”；结 果结 果 ————

群众通过参与共享文化成果实群众通过参与共享文化成果实

现 了 基 本 的 文 化 权 益现 了 基 本 的 文 化 权 益 。。 此 外此 外 ，，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还 须 让 公 众 知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还 须 让 公 众 知

晓晓、、社会认可社会认可，，发挥公益文化服发挥公益文化服

务 的 最 大 社 会 效 益务 的 最 大 社 会 效 益 。。 下 一 期下 一 期 ，，

本报将推出成都市文化馆推动本报将推出成都市文化馆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全域覆盖全域覆盖””之第之第

四变四变———推动城乡传播方式创—推动城乡传播方式创

新新 ，，解 读 成 都 市 文 化 馆 如 何 围解 读 成 都 市 文 化 馆 如 何 围

绕 公 益 文 化 事 业 的绕 公 益 文 化 事 业 的““ 四 性四 性 ”，”，着着

力 推 动 文 化 传 播 方 式 创 新力 推 动 文 化 传 播 方 式 创 新 ，，使使

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影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影

响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响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队伍发展迅速队伍发展迅速 演出日益精进演出日益精进

广西9000多个民间团体活跃在城乡
本报驻广西记者 冯钰珊 实习生 李 舒

成都市文化馆创新之路系列报道之四

10 月 26 日，第三届杭州武

林斗茶会暨首届南宋斗茶会

在浙江杭州钱王祠阅礼堂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茶艺师在

仿南宋斗茶、茶汤鉴评、茶汤

对茶样、沏泡茶能力竞赛、茶

品 优 劣 等 项 目 中 同 台 竞 技 。

图为茶艺师在斗茶会上比拼

技艺。

新华社发（李 忠 摄）

常德鼓书走进北京高校

2009 年，围绕“人人都有一项文化

爱好”的文化惠民目标，成都市文化馆

抓住时机，以“约会艺术·大家来”为主

题，面向全市开办了公益性、全免费的

市民艺术培训学校，积极探索统筹城乡

的“四级五类”培训机制。

2012 年，由成都市文化馆牵头，在

成都市 20 个区县、315 个街道（乡镇）建

立 了 市 民 文 化 艺 术 培 训 学 校 和 辅 导

站。由此，一条自上而下（从市到乡镇

街道）、由里而外（从中心城区到外围区

县）、全民共创共享的城乡公益文化艺

术培训之路初步形成。

四级培训
构建城乡公益培训网络

采取资源整合、分级管理、工作联

动等方式，建立起金字塔型四级辅导模

式：聘请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军区战旗

文工团、成都艺术剧院等专业院团的骨

干，以及省市专业协会会员和市文化馆

专职辅导干部 150 名，组成市级群众文

艺骨干专家辅导队伍；整合各区（市）

县、各文化馆群众文艺辅导资源及社会

优秀艺术人才，对各区（市）县 379 名辅

导员进行登记，形成二级辅导梯队，指

导开展街道文化中心（乡镇文化站）群

众文艺辅导；在此基础上，对街道（乡

镇）933 名辅导员进行登记，统一进行

辅导培训，形成第三级辅导梯队；对第

四级社区（村）一级 8475 名群众文化辅

导员进行统筹指导。至此，全市群众

文艺辅导员人数达到 1 万人，搭建起了

四级公益文化艺术培训平台，形成了

金字塔型辅导梯队。同时，建立起了

以成都市文化馆市民艺术培训学校为

总校，区（市）县文化馆 20 所分校、街道

文化活动中心（乡镇文化站）315 个辅导

站、社区（村）3000多个基层辅导点为载

体平台的市民文化艺术培训总分校运

行管理机制，并实施“四个统筹”：教学

要求和课程设置统筹布置；教学和考

核管理办法统筹制定；授课人员由总

校组织统筹培训；师资力量通过资源

整合统筹调配。

今年 8月 20日是成都市市民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总校秋季班报名的日子。在

报名开始前 1 个小时，市民就在各报名

点排起了长队。报名开始仅半小时，计

算机实用技能班、旅游英语班、普通话

班、国画初级班……150 多个班次、5000

余个免费名额即被踊跃参与的市民一

抢而空。紧接着，全市 20 所分校和 315

个辅导站陆续开课，市民艺术学校郫县

分校的蜀绣班如往年一样报名异常火

爆，崇州分校的川剧、古琴特色班也受

到基层文艺爱好者的欢迎。如今，成都

市每年免费艺术培训开班数量在 1万班

次以上，受惠群众人次达 120万。

五类培训
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借助金字塔型辅导模式的资源和

市民文化艺术学校的平台，成都市文化

馆有计划、分阶段地为全市的公益性文

化事业单位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

会文化单位的文艺骨干进行重点培训。

培训主要分五类推进。第一类是

针对基层的文化专干培训：2008 年起，

每年组织全市文化馆馆长、街道综合文

化活动中心主任和乡镇综合文化站站

长进行脱产业务培训，提高基层工作者

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第二类是针对

文化艺术辅导员的培训。在每个社区

（村）设有一名文化艺术辅导员，他们必

须经过业务培训并获得培训合格证书

才能持证上岗。区县、乡镇对社区（村）

文化艺术辅导员进行的业务辅导，由市

文化馆进行指导和督察。第三类是针

对业余文艺爱好者的培训。市、区两级

分别联合各级文艺协会就摄影、美术、

书法、舞蹈、音乐等艺术门类展开专业

培训，参与对象主要为群众文艺爱好者

和各协会会员。例如对全市基层 300名

讲故事爱好者统一集中培训，并将现场

培训内容制作成教学光盘发放到街道

（乡镇），极大地提升了基层故事员的讲

故事能力。第四类是针对群众艺术团

体的辅导活动。每年组织市、区县相关

业务人员深入基层，为 4000余个群众艺

术团体开展辅导培训活动超过 1 万次。

第五类是针对文化志愿者的培训。由

成都市文化志愿者协会牵头，统一组织

全市文化志愿者集中培训授课，提升志

愿者服务水平，同时依托基层文化志愿

者培训辅导点，由成都市文化志愿者协

会分会和志愿者支队，结合群众文化培

训开展日常性文化志愿者艺术技能辅

导，提高各级文化志愿服务质量。

统筹培训
推动全市群众文化事业发展

一是推动了全市公益艺术培训的

开展。在城乡四级开展公益性培训的

成都市民文化艺术学校受到基层群众

的热烈追捧，总校报名人数远远超过名

额限制，分校培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

荼，各地培训内容因地制宜、培训项目

各具特色，将文化艺术培训与企业职工

培训、农民工技能培训等有机结合，形

成了独特多样的成都市民艺术培训风

格。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化馆市民艺术

分校培训因效果显著，还获得第十五届

群星奖项目奖。

二是推动了全市群众文艺团队的

组织和管理。目前，成都市共有各级各

类群众文化团队 4042 支，其中市级 62

支、区（市）县级 161 支、街道（乡镇）级

961 支、村（社区）级 2858 支。全市街道

（乡镇）以及每个村（社区）都有 1 支以

上特色群众文化队伍。通过培训，增

强 了 团 队 成 员 的 集 体 意 识 和 学 习 劲

头，促进了文艺团队的活动开展和规

范管理，也推动了群众艺术技能的提

升。成都市文化馆创办的“海星合唱

团”“仙牌灵芝舞蹈团”等成为成都市

水平一流的群众文化团队；新津县的

火牛阵表演队伍，参演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受到观众的高度

赞誉；金牛区的“友谊合唱团”连续参

加多届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老年合唱

节”，先后获得金奖、银奖。

三是推动了基层文化人才资源储

备。培养锻炼了一批基层文化骨干明

星，如龙泉驿区文化馆馆长曾远敏、青

羊区文化馆干部李昭、温江区文化馆干

部阿依林芳，分别获得全国“群文之星”

称号；青羊区文化干部创作的古筝合奏

《岷江随想》、金牛区文化干部编排的舞

蹈《彝寨鼓韵》荣获第十五届群星奖作

品奖。今年，成都市报送的舞蹈《春色

羌绣》和合唱《我爱中国》登上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的大舞台。这些成绩背后的

策划者、编导人员、参演人员，都是积极

投身于群众艺术培训的老师或学员。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文化馆建立了基层

文化人才库，现共有注册的各类师资人

员近 1000名，为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提

供了人才储备。

四是推动了各项群众文化活动的

开展。通过培训的文艺骨干和基层群

众文艺爱好者，积极地参与到各类群众

文化活动中，使全市各区（市）县的品牌

活动如“春熙放歌”“快乐周末群众大舞

台”“望丛赛歌会”“清明放水节”等在城

乡基层全面开花，在成都的街道乡镇、

社区农村、学校单位、企业部队中，都有

老百姓自我展示的舞台。以全市龙头

型的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成都文化四季

风”、以文化讲座为主要形式的“成都故

事·百家谈”和以艺术培训为主要载体

的“约会艺术·大家来”为代表的全市群

众文化品牌声名远播，“成都文化四季

风”还获得了今年群星奖的项目奖。在

“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以

及“国际龙狮文化节”“财富论坛”等国

际节会和大型节庆活动上，成都的群众

文化活动更是熠熠生辉，成为成都的一

张文化名片。

成都市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秋

季班招生现场

近日，茅岭采茶剧团、那良业余文

艺宣传队等 40 多个来自广西防城港市

的民间艺术团齐聚该市基层文化成果

展演的舞台，为当地群众表演了合唱、

舞蹈、小品、戏剧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丰盛的文化大餐令现场气氛热烈、

掌声笑声不断。

近年来，随着广西公共文化服务

的繁荣发展，民俗、歌舞、书画、戏剧等

领域的民间文化艺术团体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为基层百姓送去了欢歌笑语。

文化惠民身影随处可见

10 月的一个周末，哗啦啦的雨声

难掩广西平南县文化馆排练室中的热

闹。在 20 平方米的排练室里，平南县

龚州艺术团的演员们正用当地的特色

白话排演着小品，惹得围观的人们不

时发出阵阵笑声。“都是用方言来演老

百姓身边的事情，看这个比看电视有

趣热闹多了。”自称是艺术团铁杆粉丝

的吴阿姨乐呵呵地说。

据龚州艺术团团长卢广华介绍，

龚州艺术团自 2007 年成立至今已送戏

下乡 200 余场，每场演出观众都有两三

千人。因为节目的灵感和素材均来源

于身边的人和事，而且大多采用当地

白话演绎，因此这种“接地气”的表演

方式让老百姓对艺术团愈加喜爱，“每

次表演结束，观众们都要求加演。”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公共文

化处处长黄燕煕介绍，经过多年的发

展，广西目前有 9000 多个常年活跃在

城乡各地的民间文艺团体，他们类型

繁 多 ，丰 富 着 广 大 百姓的文化生活。

如贺州楹联诗社的会员至今已发展到

480 多人，会员们不仅齐心创办了内容

丰富、风格独特的会刊，还经常在节日

里免费为百姓秀书法、写对联；柳州香

兰村文艺队每年演出 50 多场次，采取

与邻村“手拉手”的形式在周边村屯开

展文化联谊，还经常邀请邻村的文艺

队来联欢、切磋技艺。然而，这些都只

是广西民间艺术团体文化惠民的一个

缩影。

参与文艺团体成时尚

“让我加入吧，平时在家待怕了，

我 特 别 希 望 能 多 一 些 接 触 社 会 和 展

示自我的机会。”今年国庆期间，南宁

心 圩 街 道 办 梧 桐 苑 社 区 的 居 民 们 欣

赏 了 南 宁 南 国 之 光 残 疾 人 艺 术 团 带

来的精彩演出后，许多人被演员们充

满生命力的表演所打动，社区里的一

些残疾人还激动地要求加入艺术团。

面对残疾人朋友的热情，团长喻

湘南总是热情地回应：“只要热爱唱

歌 跳 舞 ，随 时 欢 迎 免 费 加 入 。”抱 着

“有梦就能赢”的办团信念，如今，南国

之光残疾人艺术团已有 80 多名成员，

根据每个人的艺术特长，团里先后成

立 了“ 鸽 子 ”“ 美 伶 ”等 4 个 艺 术 组

合 。 由 于 团 员 表 现 力 强 、节 目 质 量

好，该团先后获得广西残疾人文艺会

演金奖、南宁市乡村社区文艺大展演

特别奖等殊荣。

希望有更多的扶持政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西许多

民间文艺团体的活动由以往的“稀少

松散”转变为如今的“频繁有序”，从以

前的节目“差强人意”转变为如今的

“日益精进”。

为加强民间文艺团体队伍建设，

近年来，广西文化部门要求各级干部

为惠民文化活动的开展腾地、腾人、

腾经费，相继实施了“千村万户文艺

惠民工程”等文化惠民工程。对于活

动开展活跃、社会影响积极、群众反

映热烈的团体和个人，当地文化部门

分别给予鼓励，并将其推荐至“刘三

姐大舞台”、广西群众文化文艺会演、

全国群星奖大赛等更大的展示平台，

同时组织文化志愿者、专家给予专业

的艺术指导。

一路发展至今，广西的不少民间

文艺团体都得到了迅速成长。但另一

方面，许多艺术团负责人也表示出担

忧：由于缺乏完善的激励制度、资金支

持、专业的技术辅导，许多文艺团体的

运作都是依靠自食其力和成员们不轻

言放弃的热情，“希望政府、社会、爱心

企业能给予这些文艺团体更多的关注

和扶持，以吸引更多的有才华的年轻

人加入，让这些队伍更充实、发展得更

好。”喻湘南说。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通

讯员杨国勇）近日，由河北省沧州市委

宣传部、沧州市文广新局等单位联合

举办的“2013 年全民读书月活动”正式

启动。

该项活动以“打造书香狮城，共建

精神家园”为主题，旨在进一步丰富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提升 群 众 的

文 化 素 养 ，在 全 社 会 形 成“ 以 读 书 为

荣 、以 读 书 为 乐 ”的 良 好 风 气 。 其

中 ，沧 州 市 图 书 馆 举 办 的“ 沧 图 讲

座 ”将 邀 请 国 内 相 关 领 域 的 知 名 学

者 举 办“ 焦 点 关 注 ”“ 经 济 透 视 ”“ 文

艺 鉴 赏 ”等 8 场 系 列 讲 座 ；活 动 期 间

还 将 推 出“ 真 人 图 书 馆 —— 沧 州 好

人 故 事 会 ”、“ 阅 读 的 力 量 ”图 片 展 、

大学生读书知识挑战赛、“换书客——

让 图 书 流 动 起 来 ”图 书 漂 流 活 动 等

60 项 读 书 活 动 。 据 悉 ，该 活 动 将 持

续至 11 月 28 日。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10 月 26 日

至 28 日，湖南常德鼓书进京学术观摩展

演及常德鼓书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在

京举办，来自常德的 30 余名艺术家携孝

鼓作品《传承》、渔鼓作品《武松打闹观

音堂》等 6 个曲种的 13 个节目走进北京

大学等高校进行了学术观摩展演，受到

了专家以及师生们的欢迎。

在 10 月 26 日下午举行的常德鼓书

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曲艺家协

会名誉主席罗扬、中国文联副主席刘兰

芳等专家学者 40 余人，围绕常德鼓书的

发展历程、艺术特色、传承经验等进行

了研讨。

常德是著名的曲艺之乡，2006 年常

德丝弦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而

孝 鼓 、渔 鼓 、三 棒 鼓 等 击 鼓 说 书 的 鼓

书形式在常德更是流布广泛，为广大

民 众 喜 闻 乐 见 。 为 提 高 民 间 鼓 书 艺

人 的 社 会 地 位 ，调 动 他 们 的 积 极 性 ，

常 德 市 连 续 8 年 举 办“ 常 德 市 鼓 书 大

王擂台赛”，受到当地群众的追捧，该

项 活 动 已 成 为 当 地 群 文 活 动 的 重 要

品牌。

本次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

研究所、湖南省文化厅等联合主办，活

动旨在总结和交流常德鼓书的传承发

展经验，展示常德鼓书的独特艺术风

采，促进和推动曲艺传承及创作表演

的健康发展。

河北沧州启动2013全民读书月

日前，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委员会在怀柔一中体育馆举行了以“繁荣群众文化 建

设美好怀柔”为主题的万人广场舞大赛决赛。从怀柔各乡镇、街道预赛中选拔出的

40 多个代表队参加了决赛，展示了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火热场面以及人们和谐美好

的快乐生活。图为广场舞大赛决赛现场。 卜向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