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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上海浦东：文化品牌项目遍地开花

在浦东版图上，金桥并不是一个特别显眼的区域。然而，金桥镇

以“一镇之力”，坚持三十载培育“金桥书画”品牌，将“金桥之春”书画

展成功举办 25届，成了浦东乃至上海都不多见的文化风景。

10月 29日下午，第二十五届“金桥之春”书画展在金桥文体中心拉

开帷幕。200幅饱含“中国梦、我的梦”激情和畅想的书画作品展出，吸

引了众多观赏者驻足观看。徜徉展厅，参展作品特色鲜明。楷书端

谨，彰显大国风度；草法洒脱，寄托生活悲欢；山水画则凝聚了传统审

美，淡泊明志，陶冶性情。“每一幅作品，都是植根火热生活，充满了对

幸福美好生活的企盼和对国家民族崛起的炽热情感。”金桥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金桥书画”是该镇近年打造的特色文化品牌，“金桥之春”

书画展之所以能坚持办 25 届，且影响力越来越大，是因为书画这一艺

术形式，在金桥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金桥的群众书画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深深扎根于金桥地区的

民间土壤之中。这里的社区书画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夕阳红”

老年书画社，现有 30 多位常驻中青年书画家，时常交流创作经验，

多次举办跨区、跨镇的书画交流展。该镇还注重“培育”接班人，少

儿书画班每年举办培训和交流活动；而金桥的企业也日益关注和参

与文化发展，由企业自发参与和组织的书画展览、鉴赏和交流活动在

金桥悄然兴起。目前，金桥镇的书画艺术创作队伍已形成了从职业

艺术家到业余爱好者、从中老年到青少年的较为完整的创作梯队。

在普及的基础上，金桥也致力于抓提高，通过每年一届的“金桥之春”

书画展，展示群众参赛作品，吸引市内的书画名家、高手参赛，培养了

一大批金桥的草根书画家。如今，群众书画活动已成为金桥镇的文

化名片。

近年来，金桥依托“精品化打造”“群众性普及”两翼齐飞的思路，

努力打造金桥的书画品牌。除了“金桥之春”书画展，该镇还举办了长

三角地区书画邀请赛、浦东新区首届老年书画大赛、浦东新区“金桥

杯”书画摄影大赛、纪念建党 90周年海派书画名家邀请展、上海刻字艺

术展、百名将军书画展等一系列书画活动。书画不仅成为体现人文精

神、提高居民群众文化修养的有效载体，也促进了地区文化建设的繁

荣发展。

（本版撰文 符 佳 曹之光）

1200平方公里的上海浦东，居住着540多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市民。他们中既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专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白领，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还有在这片土地上土生
土长的本地市民。

海纳百川的浦东，需要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文化需求。近年来，浦东新区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以均衡化为抓手，像种树一样“种”文化，根据不同区域的人群
特点和区域特征，引导其培育适合本区域的文化项目。如今，在浦东大地上，各类文化品牌项目遍地开花，市民足不出社区，便能享受到自己喜欢的文化项目。

黄浦江畔的小陆家嘴，高楼林立、车流如梭。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象征、上海最具魅力的地方，小陆家嘴地区也是浦东知名度最

高的一个区域。在这块 1.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全球知名的

金融机构，活跃着 20 万金融白领。让金融精英成为文化知音，为期

两个多月的“小陆家嘴文化氛围营造系列活动”的举办，不仅提升

了区域文化氛围，更让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白领品尝到参与文化、

感受文化的快乐。

这项民心工程的筹划，根源于小陆家嘴地区的客观不足：这里集

中了近 3000家中外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以及众多商贸

和金融专业服务类企业，从业金融白领近 20万人。在这样一块高度城

市化、高度知识型人群集聚的区域，文化设施和文化内容的缺乏多年

以来一直困扰着在这里工作的人们。

事 在 人 为 ，改 变 一 触 即 发 。 由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宣 传 部 、上 海 市

文 化 广 播 影 视 管 理 局 指 导 ，中 共 浦 东 新 区 区 委 宣 传 部、浦 东 新 区

文 广 局 主 办 ，陆 家 嘴 管 委 会 以 及 多 个 社 会 主 体 承 办 的“小 陆 家 嘴

文化氛围营造系列活动”致力于为白领们提供更贴心更丰富的文

化服务。

9月 10日在东方明珠下举办的启动仪式，一开始就体现出“小陆家

嘴文化氛围营造系列活动”的与众不同。一改传统的开幕样式，没有

领导讲话、剪彩、启动开幕装置，而是充分考虑白领的喜好与欣赏习

惯。现场观众由来自小陆家嘴银行、证券等金融系统的近 600 名金融

青年构成，并编排了多个白领自编自导的节目，充满创意。

除了启动仪式，9 月还有“成功之路”——廖昌永、黄英交响音乐

会、“2014 艺术陆家嘴”、“快乐时光”——爵士音乐会、“法兰西女

神”——法国精品电影展映等 7 项活动登陆陆家嘴。从 10 月到 12 月，

诸如“东方之光”大型多媒体演出、时尚话剧周、交响音乐会系列、艺术

电影放映、青年梦想秀等活动已陆续来到陆家嘴，实现月月有演出、月

月有亮点。

其中，在陆家嘴中心绿地举行的“爵士音乐会”，到今年末演出将

近 50 场。每周一、三、五午间休息的 1 小时，在周边工作的白领就会齐

聚绿地，享用这场动听的“文化午餐”。原来，“爵士音乐会”的乐手们

把歌单送进写字楼请大家点歌，还建立微信平台与白领互动，渐渐摸

准了白领们的音乐喜好。许多喜欢中午宅在办公室里打瞌睡或上网

的白领们，如今都乐意走进陆家嘴中心绿地散步，既能在紧张的工作

之余锻炼身体，又能欣赏到精彩的乐队演出，可谓一举两得。有演出

的日子，绿地上的游人就翻了一番。

“ 白 领 午 间 音 乐 欣 赏 会 ”则 将 午 间 音 乐 演 出 搬 进 小 陆 家 嘴 的

写字楼。著名的青年钢琴家孙颖迪是演奏者之一，他与音乐学博

士王勇一起，以深入浅出的解读方式，带领白领走进了海顿、莫扎

特、贝多芬、李斯特、肖邦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与心灵世界。如今，

一流演奏家、演唱家及艺术团体纷至沓来，以独唱、独奏、重唱、重

奏 以 及 室 内 乐、轻 音 乐 等 艺 术 形 式 展 示 国 内 外 经 典 作 品 ，并 向 白

领讲授音乐知识。

“小陆家嘴是上海的金融中心，而在未来的日子里，这里也将成为

上海全新的文化地标。”主办方表示，“系列活动力争通过 3 年的努力，

以政府推动和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公益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运作方

式，在小陆家嘴地区形成一批‘品质化、国际化、高端化、常态化’的文

化项目群，使这一区域性的文化氛围营造工作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轨

道。同时，我们还希望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方法和模式，在合适的时机

在上海其他金融、贸易、服务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内推广，为城市发展注

入人文关怀，为更多的都市人群在匆匆忙忙的节奏中提供一个停下来

欣赏艺术、回味人生的文化时光。”

临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区域。这个地处长江口和杭州湾

交汇处的新城，伴随着浦东二次开发的脚步，正与陆家嘴地区形成“一

西一东”的地标格局。坐落于其中的南汇新城镇，既是上海重要的海

上“门户”，也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腹地。在滩涂上兴

起、2003 年开建、2012 年 9 月成立的南汇新城，虽然年轻，却已树起了

“诗歌之乡”的文化品牌，在浦东乃至整个上海独树一帜。

11 月 27 日下午，临港办公中心内不断涌进从周边赶来的社区居

民、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学校师生。原来，一场名为“百姓戏台·走进临

港——海上心声·书香临港”的诗歌朗诵会将在这里举行。舞台上，童

自荣、梁波罗、殷之光、刘广宁、过传忠、陈少泽、俞洛生等 15 位朗诵名

家同台献声，为观众献上一场“听觉盛宴”。

本次朗诵会的朗诵作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临港创作的代表

性诗歌作品，包括《东海大桥中国龙》、《一座城》、《教我如何不感慨》、

《滴水湖抒怀》、《司南鱼随想》等，反映人们对临港的热爱；另一部分是

毛泽东、戴望舒、臧克家、闻捷、王乃华、王怀让等诗人的经典作品，如

《沁园春·雪》、《雨巷》、《有的人》、《白海鸥之歌》、《小溪》、《我骄傲，我

是中国人》等。这些雄浑奔放、荡气回肠的诗句，经由朗诵名家诵读，

令台下 400多名听众沉醉。

“我小时候因为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配音的《佐罗》，喜欢上了童

自荣老师迷人的声音。今天能在现场听到童老师朗诵诗歌，恍然间好

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听众黄女士激动地说。紧接着朗诵会，临港办

公中心又举行了 2014 年“临港·南汇新城杯”诗歌征文大赛颁奖典礼。

本次比赛由浦东新区文广局、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人民政府与上海市

作家协会诗歌协会联合主办，在短短 3个月时间里共收到诗歌作品 581

首。比赛除了对前三名进行颁奖外，另有 150 首优秀作品被编入第六

届南汇新城镇诗歌征文作品选集《街风海韵》中。

“南汇新城镇是没有‘历史’的新城，白手起家、白纸画图，新城

新人新业，发展势头蒸蒸日上。它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码头和渔港

资源，还拥有国内最大的人工湖滴水湖、雄伟的东海大桥等地标，

给南汇新城镇增添了生态气质与浪漫气息。蓝天白云的浪漫与深

邃海洋的情怀，孕育着浓浓的诗情画意，非常适合发展现代诗歌文

化。”南汇新城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副主任朱蓉介绍，临港培育诗歌

文化已有 7 年，无论体制机制如何改变，这一文化活动还是完整地

存续了下来。

据悉，临港连续 7 年举办诗歌征文比赛，平均每年参与人次超过

300 人，合计收到征文诗稿近 3000 篇；连续 6 年开展诗歌诵读活动，形

成了良好的诗歌氛围，培养出一支爱读诗、会读诗、肯读诗、勤读诗的

诵诗队伍，选拔出的选手在市、区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成绩斐然；连

续 6 年出版《街风海韵》系列诗集，合计收录诗歌千余篇；连续 6 年开展

诗歌普及培训活动，今年又特别开设诗歌创作培训班，每月举办两次

课程，培养诗歌创作的骨干力量。此外，南汇新城镇居民区、景点、办

公场所附近还设立多块诗歌墙，展示《街风海韵》中的佳作。

“临港开发建设 10 多年来，愿意走近临港、了解临港、定居临港的

人们，都希望将自己对临港的热爱化作一篇篇诗稿。因此，诗歌是见

证临港开发建设的珍贵历史资料，它用活的语言记录城市发展的脉

搏，饱含深情地叙说临港人的故事，是目前为止上海市唯一一个用现

代诗歌语言记录城镇从无到有发展历程，并且还在不断记述的地区。”

朱蓉说，南汇新城镇正以诗歌文化申报“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无疑是今年上海最受关注的区域。

自 2013 年 9 月 29 日挂牌成立以来，这一总面积为 28.78 平方公里的区

域，因其“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支点”的特殊定位，聚焦了全国乃至

世界的目光。成立短短一年，自贸区已闯出了一条探索实践的新路，

在文化领域亦是亮点频出。

粉墙黛瓦、飞檐翘角，以自贸区成立日命名的 929 美术馆，是一家

民营美术馆，她将高雅艺术带入上海自贸区。开馆半年多，929美术馆

已举办了“存在与时间”卢甫圣艺术展与“沉淀与蓬勃”张桂铭艺术

展。“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极大助力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消除了诸

多禁锢艺术品展览的政策壁垒。”两场展览的策展人罗伊尔介绍，929

美术馆以及未来诞生在自贸区的其他美术馆，都能够享受独特的艺术

品保税政策：国外的艺术品在自贸区内做展览，只要不涉及销售，就不

需要报关，手续大幅度简化，策展成本也相应降低。罗伊尔表示：“未

来，将在艺术岛中陆续建成的艺术酒店、艺术画廊、艺术博物馆、艺术

家村，都将与美术馆进行联动，形成集聚效应。”

929 美术馆不但拥有得天独厚的政策与区位优势，还希望在游客

参观体验上体现差异化，引入新媒体技术，以全新的视角诠释艺术家

的理念，并增加作品的交互性。在张桂铭艺术展上，呈现出兼具互动

性和代入感的三大新媒体装置；在名为《四季蓬勃》的装置前，伴随着

维瓦尔第的《四季交响曲》，观众在大屏幕上欣赏到由张桂铭所绘花鸟

鱼虫组成的四季景象。

在自贸区的重要组成区域——外高桥保税区，成立了国家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位于基地内的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于 11 月 6 日在上海豫园万丽酒店承办“凝固的态度”——首届中国玻

璃艺术双年展，则是自贸区政策一次“走出去、请进来”的重要尝试。

本次展览共展出约 150 件当代玻璃艺术品：120 件展品出自国内

玻璃艺术工作者之手，其中既有在玻璃艺术创作中颇有建树的知名

艺术家，也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及鲁迅美院等国内知名艺术院校师

生；约 30 件展品来自捷克、英国、俄罗斯、爱尔兰、波兰等国的玻璃艺

术家。展览期间还设立玻璃艺术品拍卖专场，对展品进行公开拍

卖。另外，为鼓励国内外玻璃艺术家的积极参与、促进中国玻璃艺术

的蓬勃发展，组委会为本次参展艺术家及作品特别设立了最佳创意

奖、最佳工艺奖、最佳设计奖及最佳新人奖等奖项，奖金共计约 13 万

元人民币。本次展览由国内玻璃艺术最高权威机构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玻璃艺术专业委员会主办，也是该专业委员会举办的首届玻璃艺

术双年展。

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对外文化贸

易基地常务副总经理胡环中介绍，首届中国玻璃艺术双年展的意义非

常重大，它不仅是为外高桥集团即将投入运营的交易平台进行展览、

交易、拍卖一体化“试水”，也是将自贸区内外的优势资源进行联动，在

与区内外合作伙伴更紧密联系的同时，形成错位竞争，寻求共赢。此

外，能够与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等国家级学术组织合作办展，也是对公

众美育服务与艺术产业链条相统一的一种探索。

“外高桥保税区的最大优势是独有的政策功能以及高效便捷的艺

术品通关服务。”胡环中说。929美术馆入驻上海自贸区是与国际艺术

接轨的起步，作为自贸区的重点项目，外高桥国际艺术岛目前正在建

设中，预计将于 2017 年底交付使用。该项目地处方圆 6 平方公里的森

兰国际社区内的人工湖半岛上，规划内容包括五星级艺术酒店、占地

8700多平方米的美术馆，以及 4万平方米的艺术品交易区。据透露，随

着自贸区 2 万平方米二期艺术品保税仓库和 10 万平方米国际艺术岛

的建设，未来自贸区将逐渐形成一条国际与国内艺术品交易、展示、投

资及服务的巨大产业链。

亮点区域：临港地区

亮点区域：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

亮点区域：金桥

为20万金融白领订制“文化盛宴”

东海之滨打造“诗歌之乡”

敢为人先的探索实验

三十载培育书画之乡

上海 VocalForce组合在小陆家嘴文化氛围营造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演唱歌曲 徐网林 摄

小陆家嘴文化氛围营造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徐网林 摄

小陆家嘴文化氛围营造系列活动之“成功之路”——廖昌永、黄英交响音乐会

自贸区美术馆 朱泉春 摄

“金桥之春”书画展 徐网林 摄

临港诗歌大赛 朱泉春 摄

陆家嘴白领午间音乐会 张 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