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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9 点，成都龙泉驿区市民艺术

学校里已是人声鼎沸。600多名普通群

众 在 这 里 开 启 了 一 天 的 免 费 艺 术 培

训。这所全国首创的免费市民艺术学

校，让艺术学习从奢侈培训变为平民

培训。同时，在龙泉驿区各街镇乡，12

支百人特色器乐队伍极大地满足了城

乡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

今，走在龙泉驿区的城乡街道，古筝、

琵琶等奏鸣曲不绝于耳，以往被视为

高不可攀的生活方式，正从高端群体

走向普通大众，改变着龙泉驿百姓的

生活。

大投入推动大惠民
5年公共文化经费达1.6亿元

文化是城市之魂，更是提升城市

品质和内涵的根本，能为城市发展带

来强大的动力。龙泉驿区文化建设发

展的过程中，坚持大投入，推动大发展，

实现大惠民。龙泉驿区文化发展始终秉

承以大投入推动大建设，全面夯实公共

文化基础；以大服务实现大惠民，全面加

强公共文化活动开展；以大视野整合大

资源，全面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共享；以大

开放促进大发展，全面加快文旅产业升

级；以大整合建设大队伍，全面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的宗旨。

“龙泉驿区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将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纳入财政预算和城乡建设整体

规划，纳入民生工程目标管理，争创成

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先行区。”龙泉

驿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彭钚铀说。

在龙泉驿区，区委、区政府早已把

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的总体规

划，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重要的

民生工程。近 5 年来，全区公共文化经

费总额达到 1.6 亿元，2014 年全区公共

文化预算经费总额达到 8627 万元。有

了经费保证，阵地建设实现标准化快速

提升。全区 12 个街镇乡全部建成了标

准化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站），总建筑面

积达到 9890 平方米，其中最小的 500 平

方米（山区），最大的 1600 平方米，并配

套建成了 2000 平方米以上的室外文化

广场。同时还由龙泉驿区统一采购配

送给各街镇乡价值超过 25 万元、每个

村（社 区）价 值 超 过 6 万 元 的 文 化 设

备。此外，龙泉驿区文化设施建设已经

实现了网络化快速发展，目前全区已经

建成了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和平台。

在文化活动开展方面，龙泉驿区

始终坚持“送文化下乡”和“种送并举”

的文化惠民工作模式。围绕具有鲜明

龙泉驿特色的汽车文化、桃花文化、客家

文化三张亮丽名片，形成了国际桃花

节、汽车文化节、客家水龙节、乡村诗歌

节、市民艺术节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全面提升了文化

在百姓生活中的感染力。不仅如此，龙

泉驿区还着力挖掘柏合草编艺术、洛带

刘家龙、十陵腰鼓文化等民俗文化资

源，使传统民俗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群众文化生活得以丰富。

大手笔整合大资源
“一镇一品”特色文艺队伍

在龙泉驿区大面街道，有这样一

支特殊的小提琴表演队伍：队员中既

有退休教师，又有普通农民。然而就

是这样一支“杂牌”队伍，却多次登上

市区的大舞台。普通群众也能玩转高

雅艺术，这一切都要得益于龙泉驿区

的“一镇一品”特色文艺队伍打造。

据了解，目前龙泉驿区在群众文

化领域已经初步形成文化馆、艺术团、

市民艺术学校三位一体、相互支撑的

格局，并将全国首创的免费市民艺术

培训覆盖到全区城乡，在全区建立了

12 个市民艺术分校，同时按“一镇一

品”模式打造了 12 支百人特色器乐队

伍，通过免费为百姓提供培训，让普通

百姓熟悉高雅艺术，并搭建展示平台，

展演培训成果。

目前，全区 12 个街镇乡百人特色

器乐队伍已经逐步形成规模，并先后

参加龙泉驿区市民艺术节、市民艺术

学校校庆等大中型文艺演出，成为舞

台上的亮点。龙泉驿区文旅局副局长

江讯说：“乡镇百人特色器乐队伍的打

造，极大地满足了城乡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改良了社会风气，增

加了艺术氛围。”如今，大面小提琴队、

龙 泉 古 筝 队 、柏 合 古 琴 队 、洛 带 琵 琶

队、西河吉他队……龙泉驿区 12 支街

镇乡特色器乐队伍，已经成了龙泉驿

各街镇乡的文化代名词。

不仅如此，龙泉驿还针对群众的不

同培训需求推出订单式服务，只要群众

对某个艺术门类的培训有需求，人数达

到 20 人以上就开办一个培训班，让每

一个市民享有充分平等的学习机会。

除了利用市民艺术学校进行文化

资源大整合外，对城乡图书实现大循

环、一卡通也是龙泉驿探索文化惠民

的重要举措。二层灰色海派建筑，室

内人头攒动。一楼上万册人文、社科

各类书籍一字排开。二楼的青少年阅

读区域色彩斑斓，处处充满童趣。这

就是坐落在洛带古镇的龙泉驿区图书

馆洛带分馆。龙泉驿区图书馆馆长陈

绍红表示，如今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

龙泉驿区其他公共图书馆，甚至在街

道、乡镇、村社区各流动图书馆（室）都

可以检索全区各馆书目，而普通百姓

只需要凭借书“一卡通”，就可在区、街

道（镇乡）、村（社区）三级图书馆通借

通 还 ，真 正 实 现 了 一 馆 藏 书 、多 馆 利

用，使公共图书资源实现高度共享。

大思路建设大队伍
全面提升文化素养

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

程中，实现全民文化均等化，队伍是基

础，人才是关键。龙泉驿区在文化人

才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

索实践，在“专群结合、种送并举”的文

化人才队伍建设思路指导下，目前除

专业的文化队伍外，活跃在全区城乡

的 200 多支文艺队伍更是丰富百姓文

化生活的主要力量。

据龙泉驿区文旅局公布的消息，

从 2009 年起，龙泉驿区就任命了 12 个

街 镇 乡 综 合 文 化 中 心（站）主 任（站

长），并面向社会招聘了 24 名大专以上

专职工作人员。如今，加上各街镇乡

根据需求自聘的人员，街镇乡文化站

人员最多的有 6 名，最少的有 3 名。

在文化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市民艺

术学校总校和各分校先后聘任国内知

名文艺专家作为学校艺术顾问，定期

来学校授课。同时还聘请省内艺术高

校教师和省、市文艺界知名人士到校

任教。据统计，先后聘用专业骨干兼

职教师 60 多名，初步形成了以艺术院

校音乐、美术、舞蹈中青年教师和在读

艺术类研究生为主体，退休院校老师和

文艺工作者为补充的专业师资团队。

此外，通过市民艺术学校专业考

试，龙泉驿区组建了龙泉驿区合唱团、

龙泉驿区民乐团、龙泉驿区少儿合唱

团等群众艺术专业团体，引导更多群

众参与到建设文化、享受文化中来。

近年来，龙泉驿区坚持把统筹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丰富公共文化产品、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

措，先后建成了以区文化馆、图书馆、

市民艺术学校、区艺术团为龙头，以街

镇乡综合文化中心、流动图书室、电子

阅览室、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市

民艺术分团、市民艺术分校为支撑，以

村、社区和农民集中居住区综合文化

活动室、流动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文

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文艺小分队

等为基础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和

平台。目前全区现有公共图书馆 3个，

公共文化馆 2 个，公共博物馆 1 个，市

民艺术学校总分校 40 余所，街镇乡文

化站 12 个，村（社区）文化活动室 139

个。2007 年以来，全区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投入超过1亿元。

近年来，龙泉驿区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得到了国家、省市领

导 和 相 关 部 门 的 普 遍 认 可 ，区 文 化

馆、图书馆被中宣部、文化部表彰为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

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表彰为全

国先进集体；区市民艺术学校获全国

第十五届群星奖；建成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示范区，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西部领先并入选国家“十一

五 ”文 化 成 果 展 ；建 成 全 国 首 个 区

（县）级数字图书馆，率先在西南地区

实现流动图书室全覆盖，公共文化建

设已经成为龙泉驿一张亮丽的文化

名片。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有一所远近

闻名的学校。这里没有寒暑假，学生

组 成 也 很 特 别 ，既 有 牙 牙 学 语 的 孩

童，又有年过耄耋的老人。这就是龙

泉驿市民艺术学校。创办 7 年来，这

所年投入 300 万元的市民艺术学校各

专业共免费培训市民达 11 万余人，并

迅速发展乡镇（街道）分校 39 所，目前

在校学员共 8000 多人。

学校坐落在龙泉驿区中心一个

名为“市民文化乐苑”的花园里，青峰

浴水，花木繁茂，步步是景。沿着石

阶步入其中，豁然开朗：偌大的平台

上 ，钢 琴 、古 筝 、竹 笛 等 乐 器 应 有 尽

有，市民们沉浸于声乐与舞蹈的魅力

当中，其乐融融。不仅如此，明亮的

窗户外云雾飘渺，恍若仙境，让人不

由地感慨：好一派文化艺术的“洞中

天堂”。

2007 年 7 月，龙泉驿市民艺术学

校正式成立。它占地面积 3000 余平

方米，是由龙泉驿区政府出资、财政

全额拨款的第一所免费艺校，同时，

它也是全国第一所让群众免费接受

艺术培训的学校。

“ 学 校 成 立 的 初 衷 是 老 师 免 费

教、器乐免费用、学员免费学，让每一

位市民都能掌握一门自己喜爱的艺

术，参与文化志愿者活动，将自己身

上的文化种子送到更多的市民手中，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常态化，让市民

每一天都能接受艺术的熏陶。”龙泉

驿市民艺术学校校长解捷表示。

每年 4 月份和 10 月份，是学校的

报名季。由于学员身份、职业、性别、

年龄统统不限，先来后到便成了唯一

的入学条件，所以导致每次报名都可

用“盛况”来形容，很多学员更是凌晨

3 点就开始排队报名。

来到大厅，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

张排得满满的课表，几乎没有休息的

时间段。“自开班教学以来，学校每年

开放教学天数达到 350 天，平均日教

学达到 12 小时。”解捷在一旁说道。

据解捷介绍，学校依据驻区人员

结构及其需求，采用“三问于民”的方

式订制菜单式服务。市民可依据自

身需求，申请开设所需课程，申请学

员达 20 名及以上，便由总校组织开班

教学。目前学校已开设了声乐、音乐

剧、京剧唱腔、钢琴、电子琴、手风琴、

小提琴、二胡、竹笛、葫芦丝、古筝、琵

琶、书法、美术、蜀绣、乐理、小主持、

民族舞、芭蕾舞、拉丁舞、瑜伽、跆拳

道等 61 个门类 224 个培训班次，并按

照每年 2 个学期（每期 6 个月），初级、

高级、加强三阶段提升市民的综合艺

术水平。

“这里什么乐器都有，毕业这么

多年了，我还是习惯性地天天来这里

练习，我感觉我已经离不开这所学校

了。”从开班至今就一直学习声乐的

姜萍大姐无比感慨，她坦言，自己从

小就迷恋声乐，渴望得到专业性的训

练，市民艺术学校的教学环境、艺术

氛围和老师尽职尽责的态度都是吸

引她的因素。

此外，在区级财政大力支持下，

学校先后建立了市民合唱团、市民民

乐队、市民管乐队，成员均从总校、分

校学员中选拔，各支队伍每周进行定

期培训，开展排练，参与省市级大型

活动。姜萍大姐现就是市民合唱团

的一员。

“依托市民艺术学校的平台，龙

泉驿区以来自基层村、社的农民学员

为主体，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了二

胡、唢呐、古琴等各具特色的器乐队

伍，实现了‘一镇一品’。全区一年一

度的市民艺术节，更为这些基层文化

活动提供了舞台。”解捷介绍，这一模

式为龙泉驿区群众文化队伍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形成了良好的

发展态势。

2010 年，龙泉驿市民艺术学校被

文化部授予“群星奖”。2012 年，文化

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李国新等四位专家到

龙泉驿区检查指导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 建 设 ，对 区 市 民 艺 术 学 校 的 办 学

经 验 给 予 了 高度评价并力荐在全国

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于去年开始

在社区建立基层辅导站，利用网络平

台实现校与校之间的网络式互通、站

与站之间的交互式链接，将市民艺术

学校特有教学大纲作为学校专业教

材，通过建立数字文化馆，搭建交互

式网络办学平台，建立城乡艺术课程

共 享 工 程 ，实 现 分 校 课 程 固 态 化 流

转，搭建艺术高校毕业生网络实践专

区，带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走进

网络化新纪元。

2014 年来，成都市龙泉驿区紧紧围绕推进“文化之都”建设的总任务，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按照“公益
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四大原则，突出抓好公共文化、文化惠民、文化资源共享、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队伍建设 5个重点，
基本实现了文化“惠民、乐民、便民、教民、安民、聚民”目标，加快建成了设施先进、功能健全、运行高效、群众满意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

花 园 里 的 艺 术 殿 堂
——成都龙泉驿区免费市民艺术学校惠民便民见闻

梁 娜 杨 谦

成都龙泉驿区成都龙泉驿区：：

构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大投入推动大发展大惠民大惠民
——成都龙泉驿区文化事业建设纪实

梁 娜 杨 谦

晚上 9点，位于市民休闲乐苑的图书馆内仍然坐满了看书的人们。

市民艺术学校声乐班学员户外实践

柏合镇古琴队表演现场

第八届市民艺术节上的太极拳表演 民俗闹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