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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化三举措：建设施、抓特色、重创新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 毅

时 讯

评剧《母亲》启动京郊巡演

常熟位于江苏省的东南部，以“土壤膏沃，岁无水旱

之灾”而得名。改革开放以来，常熟一直处在中国百强县

的第一方阵，近年来更是形成了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

件、太阳能光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五大新兴产业。行

走于这个文明富庶的江南小城，会惊奇地发现相对于城

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常熟人更钟情于一种慢节奏的生活

方式，读书品茗自然是最佳的选择。

常熟人崇尚读书或许源于其世世代代一直秉持着耕

读传家的传统。“莫笑耕夫多识字，梁时便有读书台。”“绵

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自北宋至清末，常熟涌

现出的藏书家数以百计，久负盛名的藏书楼也不在少数：

明末赵氏脉望馆，清初钱氏绛云楼、毛氏汲古阁，清中期

张氏爱日精庐、陈氏稽瑞楼，直至清末瞿氏铁琴铜剑楼，

都是赫赫有名。在当时的常熟，藏书楼不只是点缀，而是

一条主线，将整个城市串联在一起。如今，虽然有些藏书

楼消失了，保存下来的藏书楼里也不再藏书，但馥郁的书

香却依旧鼓舞着后人，常熟人护书、印书、读书、藏书、著

书、用书的优秀传统也一直在延续。

护书、印书——传承保护地方古籍文献

常熟人好藏书，但不保守，讲求乐人与共、共享私

藏。100 年前，常熟市图书馆正是在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

上建立起来。今天，常图以收藏 20 余万册质量较高的古

籍著称，列全国县级图书馆之首，有 283种、2748册古籍收

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53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78 部古籍入选《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这些都离不

开当年私人藏书家的慷慨捐赠。

为了传承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献，一代代的常图人

不遗余力，精心呵护，在 8 年抗战和“文革”期间留下了许

多智勇护书的感人故事。在文化繁荣发展的今天，常图

人秉持“让古籍更多地为今人所用”的理念，更加重视对

馆藏古籍的整理研究。2013年，经过前后 10年的努力，常

图将馆藏的《徐兆玮日记》整理出版。该书时间跨度 42

年，原线装本总计 297 册，约 660 万字，为清末民初以常熟

为中心、江南区域的一部百科全书式大型日记。同时，这

部书也是全国县级图书馆中唯一入选国家清史编纂工程

的文献整理项目。

不仅如此，常图还整理出版了《历代名人咏常熟》、

《常熟藏书印鉴录》、《铁琴铜剑楼题咏》等二次文献，成功

举办了海峡两岸铁琴铜剑楼藏书文化论坛、馆藏善本图

录展、馆藏常熟家谱展、珍贵古籍展等特色展览，并着手

馆藏宝卷、清代女文人诗文等特色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

读书、藏书——发挥公共阅读的主干作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座城

市的书香何以日浓，最关键的还是要营造一种崇尚读书

的氛围。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巫志南

说：“公共阅读是以政府为主导主要依托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和机构实施的，而全民阅读是关乎每个公民自身的事

情，需要调动每个个体、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一起参与

和推动，在推动全民阅读过程中，公共阅读应该发挥基础

性、引领性和主干作用。”

这一 点 常 熟 人 很 明 确 ，近 年 来 常 熟 不 断 完 善 市 、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实现

了馆藏资源的共建共享和城乡服务的均等化。不仅如

此 ，他 们 还 拓 展 服 务 模 式 ，与 各 种 社 会 力 量 合 作 探 索

“图书馆+组织”“图书馆+场所”的多种服务样态。常熟

市图书馆馆长李向东说：“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的过程中，常熟市实现了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在硬件基础设施上的全面完善，在示范区创建之后，如

何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能，构建书香城市是我们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侍碧兰的咖啡馆位于常熟西城阁楼景区中的“大石

山房”内，明正德年间，这里曾是常熟藏书家顾元庆的藏

书楼，如今，楼内不仅又有了书香，而且人们可以品尝着

咖啡、甜点，惬意地度过一个充实的下午。“与图书馆合作

后，咖啡馆不仅吸引了很多人来看书，附近中小学的老师

们每个月还会定时来我这里开读书会或者诗会，这种自

然而然形成的阅读和文化氛围是我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

的。”侍碧兰兴奋地说。

在合理布局服务网络的同时，常图还积极培育和发

掘社会阅读组织参与共建书香氛围。比如，今年 8月中国

作家出版集团与江苏省作家协会旗下文学刊物——《雨

花》杂志社合作在支塘镇的蒋巷村建立了“中国作家·《雨

花》读者俱乐部”。这一读者俱乐部已在全国 50 多处挂

牌，此次落户常熟是该组织第一次走进最基层的农村。

同月，由台湾作家赵丽娜创办、旨在推广家庭阅读的“人

文会客厅”社区推广项目在虞山镇启动，吸引了大批居民

的参与。如今，常熟市越来越多的民间阅读推广组织开

始携手图书馆共同推进全民阅读。

除了拓宽服务思路，常熟还积极引导当代私人藏

书。上世纪 80年代，常图就曾开展“常熟市当代个人藏书

十佳”的评比活动，被誉为“常熟末代藏书家”的曹大铁和

曾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的翁同龢的玄孙翁兴

庆等都曾入选。近年来，常熟市还开展了“十佳藏书家

庭”和“农民阅读之星”等多种评选活动，大力倡导“以藏

书为乐，因藏书而雅”的社会民风。

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常熟市社科联副主席曹培根说：

“倡导全民阅读不仅要打通公共文化的‘最后一公里’，而

且要积极调动民众的力量，常熟近年来对私人藏书的鼓

励，极大地调动了民众读书和藏书的热情。”

著书、用书——潜移默化的感染

除了鼓励藏书于民，常熟每年还会举行活动项目达

100多项的全市阅读节，“政府主导、部门联手、城乡联动、

社会参与、全民共享”是阅读节的办节理念。正是在市级

阅读活动的带动下，基层阅读活动也愈发活跃起来。目

前常熟的 10个乡镇（街道）都创立了本地的阅读节品牌。

古里镇文化站站长邹养鹤说：“我们镇已经举办了六届

全镇的阅读节活动，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古里镇传承已久的

崇尚藏书阅读之风越来越浓。阅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搞一两次节会并不能一下子就提升全镇居民的阅读水平，但

可以培养居民的阅读意识、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徐明出生在古里镇的一个农民家庭，1984 年，他奔赴

西北边陲的新疆军区，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边防战士。如

今他已转业回乡 20 多年，闲暇里他总是在买书、读书，并

且开始尝试写作，2014 年出版了自己的首部文集《雪莲

花》。目前，他的第二部反映军旅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边

关军人》也即将出版。“读书让人思想丰富、心灵沉静、生活

充实、人生优雅。”徐明说，农村需要文化，文化需要阅读，

所以他愿意带领乡亲们一起阅读。他成立了“徐明家庭书

屋”，3500册的藏书吸引了周边许多村民到他家看书。

藏书不易，修书更难。但在常熟热爱阅读、藏书并自

发写作的典型不胜枚举。用 6年时间编纂大型画册《华瑞

芯电影海报收藏集》的华瑞芯；因重残常年卧床、写出自

传《活着的 100 个理由》的钱敏丹，他们的读书、著书故事

无不温暖着每一个常熟人的心灵。

常熟何以书香，书香何以日浓，不仅在于常熟人秉持

着读书修身的流芳古韵，更体现在当下悉心营造的尚读

之风中。

古韵今风 书香日浓
———江苏常熟扎实推进—江苏常熟扎实推进““书香城市书香城市””建设建设

王学思

“没想到如此精湛的艺术表演，能

有这么低的票价。”9 月 15 日晚，刚刚看

过舞剧《梅兰芳》的张先生直后悔，为什

么前几天没多抢几张票，好让一家老小

都来看。这是近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的

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上发生的

一幕。和往年不同的是，此次艺术节除

举办各类展览和论坛外，还采取精品剧

目低票价惠民策略，让老百姓真正享受

到艺术节的文化氛围。

近年来，为了将文化惠民真正落到

实处，陕西省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在政策落实、资金保障等方面有效

推进，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公共

文化建设之路。

文化设施重在有效利用

自 2010 年至今，陕西省榆林市神木

县图书馆周末及寒暑假期间读者的到

馆量一直保持在每天 3600 人次，“在以

前这都是无法想象的，这些变化应归功

于新馆的落成。”神木县图书馆馆长乔

泰山说。新馆落成之前，馆舍面积只有

几百平方米，图书馆的很多功能区都无

法开设，读者的活动范围也很有限，建

筑面积为 1.2万平方米的新馆落成之后，

绘本讲读区、多功能厅等区域，受到越

来越多读者的青睐。

除神木县注重建设文化场馆和设

施 外 ，陕 西 各 地 也都展开文化场馆建

设。如正在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的渭南市，2014 年建成总建筑面

积达 3.3 万平方米的文化艺术中心。像

这样的艺术中心，商洛市也在建设中。

文化强省，设施先行。“十二五”以

来，陕西坚持以完善基层文化设施为重

点，大力实施“两馆一院一站一室”建

设、广播电视户户通、农村电影放映、农

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基本构建起

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体系。截至目前，新建改造市县图书

馆、文化馆、影剧院 200 个，新建乡镇文

化站 1337 个，建成村文化室（农家书屋）

27364个。

在积极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

同时，陕西省还非常重视文化设施的有

效利用问题。为了提高文化设施的利

用率，有的市区将文化设施点建在人群

聚集区。如榆林市绥德县的村级文化

室、文化广场就建在村里的戏楼附近。

“这样村民早上可以在广场上锻炼，闲

暇时在图书室看书，晚上在戏楼前观赏

演出，非常方便！”该县雷家岔村的一位

村干部说。

让群众文化生根发芽

近些年，广场舞及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陕西也同样如

此。在商洛市商南县，广场上每天都活

跃着多个健身舞队，每周还有演出团队

在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为了将这些群

众文化活动真正办到百姓心间，商南县

各级文化单位以“说身边人、讲身边事”

为主题，用各种艺术形式讲述城乡变化

和时代风貌，拉近了百姓与文艺演出的

距离。

如今，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

如荼的当下，各地都面临着指导老师缺

乏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西安市从

2014 年起采取“借船出海”的做法，通过

公开招募文艺志愿者，定期开展专业辅

导活动；通过“结对子”，建立起艺术院

团和基层演出团队的长期合作关系，使

演出团队可以得到定期指导；通过定点

支援，邀请优秀演员深入各中小学，开

展艺术培训。

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除了文化部

门的努力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

与。所以，陕西也在积极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陕西

中赢置业集团自筹资金，建起了少儿免

费图书馆；榆林市上河煤矿为旗下的煤

海艺术团每年补贴 100 多万元，坚持为

群众送演出等。

文化惠民贵在创新

近年来，陕西省的全民阅读活动持

续开展，逐渐成为陕西省的一大文化品

牌。这得益于陕西省一直遵循的创新

式服务理念。以商洛市洛南县图书馆

为例，该馆在全民阅读活动中，主动走

出馆门，送图书进校园、进军营、进社

区、进农村，使滞留在书架上的图书“动

起来”。近两年，仅进校园一项活动，就

使全县 16所学校 3100多名学生，分享了

丰富而新鲜的图书大餐。同样，在渭南

市蒲城县，许多银行及国税网点内设有

图书借阅架，当地群众办理业务时可以

边等候边看书。这种服务让城乡居民在

全县范围内步行 15分钟就能找到公共文

化活动场所，轻松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是陕西省公共

文化建设的一大亮点。为了更好地发

挥公共文化各机构的服务职能，榆林市

将市文工团和创作研究中心合并，成立

市戏曲研究院，将市民间艺术团和艺术

学校合并，成立市民间艺术研究院；渭

南市探索的“一元剧场”不但成为惠民

品牌，更盘活了文化资源，让基层院团

有了活力；安康市挖掘各类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的潜能，将其作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探索出一

条服务百姓的新路径。

陕西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长覃

彬说，改革创 新 是 公 共 文 化 繁 荣 发 展

的 动 力 。 加 快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必 须 不 断 深 化 改 革 ，完 善 体 制 机

制，创新服务内容和形式，进一步激发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主 体 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从 而 切 实 提 升 文 化 惠 民 的 力度和

水平，让群众满意。

本报讯 （记者舒琳）9 月 16 日，

大型原创评剧《母亲》京郊巡演启动

仪式在北京密云大剧院举行。人物

原型邓玉芬的亲属代表以及密云县

观 众 近 千 人 参 加 活 动 并 观 看 了 演

出。感人肺腑的情节、震撼人心的

剧情，令现场观众流下了眼泪，并在

演 出 结 束 后 报 以 热 烈 而 持 久 的 掌

声。一位观众激动地说：“很久没看

过这么感人的演出了，让我认识了

一位不平凡、值得敬重的英雄母亲，

也希望更多人能知道这位英雄母亲

的故事。”

评剧《母亲》根据北京密云抗日

英雄母亲邓玉芬的真实故事改编，

讲述了邓玉芬一家不惧牺牲英勇抗

日，最后丈夫和 5 个儿子都战死沙场

的故事。该剧于 9 月 16 日至 19 日在

密云大剧院连演 6场，之后计划于 10

月在密云再演 4 场；剧中“认子”一幕

还将深入农村演出 20场。

作为文化部组织的“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周年优秀剧目基层巡演”活动

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次活动由北京市

文化局等单位主办，密云县委宣传

部、中国评剧院等单位承办。该剧自

7 月首演以来，已参与了多场大型展

演活动，并先后到河北、山西等五省

市进行巡演，迄今已演出 20 余场，反

响热烈，好评如潮。据悉，该剧还将

以“铭记历史，爱国励志”为主题，通

过到区县、下部队等多种形式开启下

基层演出活动，到今年底计划演出 60

场，将英雄母亲的形象和感人故事留

驻于更多观众心中。

文化共享志愿者走进边疆地区
本报讯 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

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主办，

文化共享工程 19 个省级分中心、各

省文化馆（群艺馆）承办的“2015 年

春雨工程——文化共享志愿者边疆

万里数字文化长廊行活动”近日走

进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开展一

系列数字文化志愿服务。

在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分中心

先后开展了3次专家讲座、4次文艺演

出、20 余场辅导活动、31 次分级培训

辅导，以及内蒙古“数字文化走进蒙

古包”工程成果展、美术书法作品展

等活动，共服务基层群众超过 5 万人

次。在甘肃，甘肃省分中心针对当地

需求，组织专人制作视频光盘赠送给

当地老百姓，举办了“春雨工程——

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技术人员培

训班”，对基层服务点的技术人员进

行了指导。在新疆，志愿者们赶赴

奇台县、昌吉回族自治州、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三师等 8 个基层服务点

开展活动，如安装边疆万里数字文

化长廊设施设备、开展优秀数字资

源下基层活动、举办数字文化边境

图片展等。 （李亚男）

石家庄举办词曲创作培训班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群艺馆在石

家庄举办了全市群文骨干词曲创作

培训班，来自石家庄市各区县的 30

多名创作骨干参加了培训。

作为石家庄市群艺馆多年来打

造的品牌培训项目之一，本次培训

班旨在普及艺术知识、提高人才队

伍 水 平 ，进 一 步 锻 炼 队 伍 、打 造 精

品。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河北省

音乐家协会曹贤邦、河北省群艺馆

副馆长王伟华等就词曲创作进行了

专题授课，对学员们的作品进行了

修改指导，并开设了作品赏析环节，

让学员们就各自的作品进行品鉴和

交流。

日前，2015 新城民乐汇夏日广场文化活动“文化志愿者下基层”非遗传承展示活动在西安永兴坊戏台前举行。图为舞蹈《映

山红》。 秦 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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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碧兰的咖啡馆内一位客人正在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