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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建成果

●实现了地区有文、图、博三

馆，县县有文、图两馆，乡乡有文化

站，村和每个社区有文

化 室 的 覆 盖 城 乡 的 四

级 文 化 基 础 设 施 网

络。80%的图书馆和文

化 馆 达 到 了 国 家 三 级

馆以上标准，80%的图

书 馆 、文 化 馆 、文 化 站

设置了电子阅览室，群

众 文 化 广 场 建 设 也 卓

有成效，初步形成了覆

盖全区、便民的基本文

化活动场所。

●通过整合国家、

援疆和地区配套资金，

喀 什 地 区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实 现 了 六

纳 入 。 2010 年 至 2012

年，实现了文化投入连

续 3 年增幅高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增幅，文化建

设 支 出 占 财 政 支 出 的

比例、人均文化支出的

比 例 也 高 于 全 疆 平 均

水平。

●两年来，全地区

共 计 举 办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6379 场次，参加人数

348.97 万人次。同时鼓

励 农 民 群 众 经 常 性 地

开 展 具 有 浓 郁 地 域 特

色的叼羊、赛马、摔跤、

麦西来甫等活动，支持

组 建 民 间 文 体 活 动 团

队和协会，全地区已组

建了 710 个基层农牧民

文艺演出队，业余演员

5600 余 人 ，培 育 选 拔 文 化 带 头 人

762人。

创建亮点选评

探索建立稳定的基层文化队

伍的机制。喀什地区通过政府文

件规定，由县（市）政府出资，补贴

每个文化公益性岗位 14400 元/年、

每 个 文 化 兼 职 管 理 员 3600—6000

元/年，落实了为每个乡镇文化站配

备 3 名专职工作人员、为每个行政

村 配 备 一 名 享 受 政 府

补 助 的 文 化 兼 职 管 理

员的规定和要求，稳定

了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人 才

队伍，保障了基层文化

设施的正常开放。

实 施 一 县 一 品 战

略 。 依 托 丰 厚 的 民 族

民 间 文 化 资 源 开 展 特

色 文 化 活 动 ，如“ 诺 鲁

孜 ”系 列 文 体 活 动 、伽

师县伽师瓜节、泽普县

金胡杨文化旅游节、岳

普 县 达 瓦 昆 文 化 旅 游

节、塔什库尔干县肖公

巴哈尔节、麦盖提县刀

郎文化艺术节等，形成

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各

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用 好 中 央 和 对 口

援 建 地 区 资 金 。 2011

年至 2013 年 6 月，全地

区 共 投 入 文 化 建 设 资

金 28.7 亿元，其中国家

下拨资金 5.5亿元、财政

专项资金 1.7亿元、对口

援疆资金 11.4 亿元，大

大 完 善 了 公 共 文 化 设

施，提高了公共文化软

硬件建设水平。

以文化促稳定、聚

人 心 。 喀 什 地 区 重 视

围 绕 地 区 稳 定 大 局 开

展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设，组织有针对性的

文化活动，如在居玛日

（礼拜日）各乡村都举办群众麦西

来甫民间娱乐活动，使得公共文化

活动起到了促稳定、聚人心，与三

股势力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作用。

新
疆
喀
什
：
强
化
基
础

突
出
特
色

上世纪 70 年代初，刚上小学的我

随父母一起被下放到贵州省的一个小

县城。万幸的是，父亲居然辗转争取

到在当地的新华书店接受“改造”——

任书店经理。那家新华书店当时是一

栋四层高的楼房，集门市、仓库、办公

室、住宅于一体，我家就住在书店里，

从此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是一个酷爱书的人，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他居然能弄到很多书充

实书店的货架。我经常在放学后看到

一些大货车停在书店仓库门前，父亲

和一些人在忙着搬书，我总是跑过去

帮忙，最终换来的是免费坐在仓库的

书堆里看我喜爱的书。父亲那时候总

会大声地说：“手洗干净没有？不要把

书弄脏了！看完要放回原处……”仓

库管理员快下班了，我才会依依不舍

地离开。而新书一开始销售，父亲总

会买几本书回来。就这样年复一年，

我“蹭”了许多书读，家里也积累了不

少的书。

由 于 父 亲 等 人 管 理 书 店 认 真 卖

力，采购的书很受大家欢迎，销量也很

好。于是他们又会千方百计地去搜寻

更多的书，希望好书能源源不断地进

入寻常百姓家，但这也成了父亲后来

被推向批斗台的原因之一。

光阴荏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

开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父亲也终

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为爱书的人们寻找

精神食粮了。于是小书店逐渐汇集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书店也越发热闹

起来。

记得我刚上初中不久，国家恢复

了高考，当时出版发行了一套最权威

的“高考自学丛书”。由于这套书发行

量少，分到一个县城书店的数量可想

而知，但需求量又特别大，因而我第一

次看见人们清晨排队买书的场景。买

到丛书的人毕竟是少数，远远不能满

足需求，于是父亲和职工一起把两部

书拆散，分批把书页贴出供大家阅读

或摘抄。看到抄书的人，父亲总是既

欣慰又很内疚。

到了 80 年代初，父亲彻底平反了，

带着许多收获和诸多遗憾，全家人离

开了那个县城和伴我成长的书店，但

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已深深印

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常想，长大后一

定要争取到书店或图书馆工作。

30 年 后 ，为 了 圆 梦 ，我 毅 然 告 别

了多年的记者生涯，调到了贵州省图

书馆工作，但没想到，馆领导安排我

做数字图书馆方面的工作。刚接触数

字图书馆时，对它并不是很了解，总觉

得不如某些部门能够每天与书为伴。

不久，逐渐了解并熟知了数字图书馆工

作后，我发现这里就是我圆梦的地方。

贵州数字图书馆于 2009 年 9 月开

通运行，人们在贵州省任何能上网的

地方登录贵州数字图书馆或移动数字

图书馆——“掌上贵图”的网站，都能

免费获得数字资源的查询、浏览、下载

和知识导航等服务。它拥有数字资源

84TB，包括特色数据库、电子图书、期

刊、论文、考试题库、视频讲座等众多

资源。面对丰富的数字资源，我真想

带着它们回到 30 年前，让那些像父亲

一样通过书籍传播知识的“售书人”和

渴求知识的“抄书人”共同分享，但这

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能做的就是

像父亲那样把为民服务的激情投入到

现在的工作中，让大家了解并使用贵

州数字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把知识送

到公众身边。

于是我和同事们一起走进机关、

企业、农村、学校、警营、社区等，通过

各种形式向各类人群进行宣传推广。

经过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够

通过贵州数字图书馆方便快捷地阅读

书刊、查阅资料、学习知识，共享免费

的文化大餐。

贵 州 数 字 图 书 馆 从 开 始 运 行 至

2013年上半年，访问量从 2010年的 600

多万人次发展到 5200 多万人次，各种

数字资源的使用率在全国公共图书馆

中名列前茅。

我相信，我们的梦想有多远，数字

图书馆的边界就有多宽。随着国家数

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实施和“一库、

一网、三平台”的搭建，图书馆将打造

基于新媒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

最 终 实 现 数 字 图 书 馆 服 务 惠 及 全

民。不久，身处大山中的人们也将能

够 通 过 数 字 图 书 馆 方 便 快 捷 地 免 费

共享众多图书馆资源，真正实现让知

识如影随形。

梦想有多远 边界就有多宽
糜 翔

本报讯 11 月 3 日，江苏省苏州

图书馆向该市 0 至 3 岁的婴幼儿免费

发放了 1000 份“悦读大礼包”，这已是

苏州图书馆第三年以此形式开展“悦

读宝贝”计划。

“悦读大礼包”里包括一本婴幼

儿读物——《好饿好饿的小蛇》、一本

《亲子阅读：送给 0—12 岁孩子的父

母》指导书、一个阅读测量尺、一本

苏 州 图 书 馆 宣 传 册 、一 张 苏 州 图 书

馆少儿借阅卡。馆方希望通过亲子

阅读、快乐阅读，培养孩子早期的阅

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为 鼓 励 更 多 家 庭 开 展 亲 子 阅

读，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和能力，苏

州图书馆于 2011 年启动了“悦读宝

贝”计划，专为 0 至 3 岁的婴幼儿提

供 阅 读 指 导 服 务 ，力 求 让 每 一 个 孩

子都能够在早期阅读中受益。

（苏 文）

在浙江杭州近江农贸市场，每天中

午 12 点，都会想起节奏欢快的旋律。在

市场摊位中间的过道上，五六十位女摊

主放下手中的活，开始随着音乐抬头、

甩臂、迈步、转身……一起跳跳舞，成了

她们午休时间的必修课。同为市场经

营户的领舞人张大姐，自从在社区培训

班学会了跳排舞后，还把排舞传授给农

贸市场的姐妹们，现在她们已经会跳 30

余支排舞。

像这样的生动图景，在浙江比比皆

是。时至今日，排舞在浙江早已不再是

女性和老年爱好者的专利。比如，在日

前举行的浙江省万人排舞大展演系列

活动中，来自湖州的吴兴之星艺术团就

全部是由青年男性担纲演出，并从众多

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浙江省第七

届排舞大赛青年组金奖。

师资培训助推排舞蓬勃发展

多年来，浙江省文化馆通过省群文

专家免费辅导团、“耕山播海”经济欠发

达地区农村文艺骨干培训活动等多个

载体，源源不断 地 向 浙 江 基 层 输 送 排

舞培训。特别是每年开展的全省排舞

师资培训班、排舞师资提高班，每期都

有来自全省各地的排舞推广负责人、

舞蹈干部等近百人参加。经培训后，

他们回到地方言传身教，成为各地的排

舞宣传大使。

比如，2010 年义乌市文化干部李航

英从省里培训回来后，坚持下基层辅导

排 舞 ，并 在 当 地 组 建 起 了 9 支 排 舞 团

队。李航英怀孕 7个月时，还带 100多人

到杭州参加浙江省第四届排舞大赛，团

队一举摘得一金五银的好成绩。

正是有像李航英这样的基层文艺

骨干的不懈努力，才使排舞这一大众

娱乐性强、参与面广的文艺形式渗透

到了千家万户。排舞能够由广场走上

舞台，也可以由舞台走进广场，甚至只

要有一块空地就能自如生长，并终成

蓬勃之势。如今，浙江各地共有 5000

多名排舞老师，每个老师身边又有近

百人在跟学，跳排舞的人、排舞团队越

来越多。

年度赛事赋予排舞持久生命力

2007 年 12 月，浙江省首届排舞大

赛在宁波市镇海区举行。来自全省 11

个市的 35 支代表队，为走进浙江刚一

年的排舞做了充分的形象代言。而后

的每届排舞大赛，仅入围决赛的人数就

达千人以上。今年，浙江省排舞大赛共

有 150 多支队伍近万人参加，气势恢宏

的排舞汇演成了全年最热闹的群众活

动之一。而日前在浙江举行的“中华

同心”两岸三地排舞邀请赛则在更高的

平台上促进了区域排舞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

作为浙江省群文界的品牌活动，每

年一届的全省排舞大赛不仅丰富了群

众的文化生活，而且提高了排舞在群众

中的知名度。同时，浙江省文化馆还积

极与浙江省财政厅、省总工会、杭州银

行等单位展开合作，让排舞走进了机

关、企业、社区、校园。虽然排舞进入浙

江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经过全省文化系

统的不懈推广，再加上它具有舒缓心

情、健身美体、增进社交等功能，受到广

大群众的欢迎，并在浙江大地得到了迅

猛的发展。而各地自行组织的排舞比

赛更是接连不断，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镇

镇比赛、村村跳舞的盛况。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目 前 浙 江 省 已 有

500 多 万 人 参 与 了 排 舞 健 身 活 动 ，排

舞已成为百姓生活中重要的休闲方式

之一。

理论研讨加速排舞向纵深拓展

排舞作为源自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

西部乡村，融入了拉丁、华尔兹、探戈、

恰恰等各种舞蹈元素的舶来品，多元和

创新是其重要内核。如何在移植过程

中根据本土特质进行基因重组和再造，

从而使其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是国内排

舞研究工作者一直孜孜以求的方向。

为鼓励本土元素融入排舞的创编，

浙江省第五届排舞大赛创新了排舞比

赛组别并举办了相关学术论坛，各路排

舞专家就“排舞如何创新才有中国味”

“排舞编排舞台化会不会失去群众”等

进行了热烈研讨，自此理论研讨成了排

舞大赛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板块。今年

在桐乡举办的万人排舞大展演系列活

动中，就有不少参赛队伍将本土音乐、

民间舞蹈、民族服饰等元素融入排舞

中，并在节奏、服饰色彩等方面进行了

创新，推动排舞向纵深拓展。

有块空地就能蓬勃生长
浙江 500万人积极参与排舞活动

颜苗娟

上海 101支合唱团队同场高歌

本报讯 （记者洪伟成 实习生黄思

宇）11 月 3 日晚，在流光溢彩的上海梅赛

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来自上海首届市民

文化节合唱大赛的 101 支优秀合唱团队

组成蔚为壮观的“百家合唱团”，共同为

观众奉献了一场合唱盛宴，把市民文化

节秋季活动推向了高潮。

当 晚 ，全 场 以 合 唱 德 国 作 曲 家 卡

尔·奥尔夫的《卡尔米拉·布拉纳》选段

开 幕 ，以 合 唱 经 典 名 曲《为 明 天》结

束。全场以合唱互动为主要基调，分

为“魅力童心”“金色夕阳”“梦想上海”

3 个板块，献演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欢

乐颂》、《喀秋莎》、《茉莉花》等 16 首中

外名曲。

自今年 3 月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启

动以来，作为重要活动之一的合唱大赛

共吸引了来自全市的 2500 多支合唱团

队报名参加，大赛按照少儿组、成人组、

老年组展开了不同年龄段合唱队伍的

交流、展示，经过层层评选，101 支优秀

合唱团队脱颖而出。

杭州讲师团为基层送培训
本报讯 从 11月 20日开始，浙江

省杭州市文化馆将组织专业讲师团

赴西湖、滨江、萧山、余杭、临安等地

为当地的宣传文化员送辅导，并将结

合目前浙江省文化礼堂创建工作，推

出“传统与现代礼仪培训”“基础化妆

知识培训”“电脑实用操作培训”等课

程，以提高基层文化员的专业技能和

整体素质。

目前杭州市共有 2316 位行政村

和社区的宣传文化员，他们都是经过

自荐（推荐）、考核等程序严格筛选出

来的，都是有组织能力和一定宣传影

响力的文化骨干。通过他们的组织

和宣传，杭州市村（社区）一级的文化

建设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很多村

（社区）都建起了文化宣传队，有的还

将乡村特色文化送进了城，从而改变

了只有城市送戏、送文化到乡村（社

区）的格局。 （吴美凤）

苏州发放“悦读大礼包”

11 月 5 日 ，天 津

青 少 年 活 动 中 心 的

师 生 们 开 展 了 一 次

特 别 的 手 工 制 作

课。 他 们 来 到 天 津

和 平 路 商 业 街 ，利

用 宣 纸 、拓 包 等 工

具 ，将 商 业 街 地 标

“ 大 铜 钱 ”上 的 图 案

拓 印 下 来 。 拓 印 好

的 图 案 经 过 后 期 的

再 创 作 ，将 参 加 12

月 下 旬 的“ 天 津 故

事 ”创 意 展 ，展 示 天

津 少 年 对 城 市 历 史

文化的感悟。

图 为 学 生 们 用

蘸墨水的拓包将“大

铜钱”上的图案印在

宣纸上。

新华社发

（游思行 摄）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萧白在指挥全场的开场大合唱

现代排舞融入了多种元素 刘智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