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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区文化节：“幸福我来秀”
许建梅

简 讯

图片新闻

深圳罗湖：

聚合社会力量打造“家庭图书馆”
唐艳琴

小人物的故事引爆掌声
——观话剧《银锭桥》有感

刘 燕

10 月 24 日，在佛山市南海区义教近十年的专职剪纸教师刘月（左），在第三届广东社区文化节现场

传授剪纸技术。

10 月 24 日，50 多名青少年一起前往南海丹灶仙岗村探寻古村风采，学习

用“盲公话”讲故事，并体验当地特色工艺制作——非遗竹编与文化手绘伞。

（陈启声 摄）

2015广东粤曲私伙局
大赛总决赛落幕

微电影《山外的家》
呼吁关爱留守儿童

“全民写作与公共文化”
专题研讨会鹏城召开

书画家挥毫泼墨弘扬茶文化

10月24日，

第 三 届 广 东 社

区 文 化 节 闭 幕

式 上 的 舞 蹈 表

演《西关风情》。

本报讯 近日，“书画茶香扬

国粹，水墨丹青染明香”活动在深

圳南山区的明香茶叶市场举办。

周会平、郭永龙等书画名家挥毫

泼墨、免费书画教学，让活动现场

茗香四溢、雅趣生辉。

为 营 造 浓 郁 茶 休 闲 养 生 环

境、弘扬传统茶文化，明香茶叶市

场举办了多场茶文化主题活动，

丰富周边居民的文化生活。“铁观

音斗茶赛”让深圳茶友们在欣赏

激烈斗茶比赛的同时，还可以观

赏女子水鼓表演、壶艺表演、水墨

舞蹈、古乐器合奏等；“诠释普洱

魅力之配方解读”专题讲座引导

消费者更好地理解传统茶文化的

博大精深。

（陈建平 唐艳琴）

10 月 16 日，话剧《银锭桥》在东莞玉

兰大剧院首演，同时启动全国巡演之

旅，首轮演出 21个城市 43场。这部京味

浓郁的林兆华作品，一经推出便广受期

待。秉承“一戏一格”宗旨的林导，这次

对《银锭桥》的定位是：生活流。

这部剧打动人心的不是形式感的

炫技，而是世道人心。它老老实实讲述

了一个接地气的小故事，主人公是个开

饭馆的普通百姓。

《银锭桥》出场人物不多，泼辣的老

板娘、在理想和现实中纠结的女文青、

眼里只有钱的房产中介……其中最突

出的角色是于五，他辛勤地经营着一间

小饭馆，是一个有些窝囊、守旧却很善

良的人，在所有人为成功学和大买卖疯

狂时，他孤独地剥着蒜，想着小格局里

的小买卖。

倪大红饰演于五，表演收放自如，

节奏轻重缓急全在点上。一个好演员，

能够镇住场，让荒诞变得厚重，让戏谑

变得深沉，他的表演不是做加法，而是

做减法，是收敛而不是浮夸。

为了保住自己的祖业二荤铺，于五

卷入了一场骗局之中，但他很快就清醒

了过来，而且是舞台上唯一清醒的那

个。像于五这样踏踏实实把菜做好的

普通人，对食物有基本的尊重，让二荤

铺保持着信誉，也让自己保持着尊严。

心怀自信，不赶时髦，才能不乱方寸。

这个二荤铺，开在后海一片灯红酒

绿里。是时髦时代下的一个古董。二

荤铺的人文环境、气氛令人神往。邓云

乡在《燕京乡土记》中说，二荤铺“卖的

都是家常菜……菜名由伙计在客人面

前口头报来”。二荤铺是老北京的乡

愁，也是关于尊严、体面生活的乡愁。

这部剧的北京味儿很浓，不只是因

为“不着四六”“掰扯掰扯”这样京味儿

浓郁的台词，也不只是因为于五在剧中

一段很长的关于真北京的独白，而是因

为这部剧继承了京派文学诚实、从容、

恰当的审美意识。

剧有些短，只有 90 分钟，好像故事

没完全说完，戏就结束了，有些匆匆。

看访谈看到，林兆华曾亲自改写过一稿

“当代和近代穿越”的剧本，剧情将现代

的故事和曾经发生在这个小饭馆所在

地的历史故事结合在了一起。但他压

了两个月，最终还是拿出了编剧最开始

写的本子，排出了今天这样一部生活自

然流淌的戏。

为什么？或许是为了生活流，为了

不那么戏剧腔，更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

世界。让看客们笑一把、琢磨一把、感

慨一把，这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10 月 24 日，由广东省文化厅、南方

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幸福我来秀”第

三届广东社区文化节在佛山市南海区

大沥镇九龙公园文化广场落下帷幕。

该活动自 9 月 23 日启动以来，秉承“体

验、分享、展示、关爱”的理念，先后举办

了自拍全家福摄影大赛、图书漂流便民

阅读、在线诗文朗读大赛等活动，将一

道道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送进社区。

两年一届的广东社区文化节是广

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惠民活动

项 目，目的是让公共文化服务深入社

区、融入群众生活，带动更多市民关注

和参与文化活动。本届文化节让群众

当主角，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群众文化活

动圈。

方便全民阅读体验
“自媒体式”和“定制”阅读受热捧

当下 ，随 着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手机的广泛使用，大众阅读模式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为了提升群众阅读兴

趣，形成全社会学习经典、阅读经典的

风气，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省

内各级公共图书馆组织的“微读经典”

在线诗文朗诵大赛在社区文化节期间

举办。

这次大赛改变以往纸质阅读的形

式，读者可以录制自己朗诵的一段经典

诗词或文章，送至“广东文化网”微信公

众平台参赛。这种自媒体体验式的方

式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在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内就收集到了 415 份参赛作品，

其中还有不少小学生参与。值得一提

的是，此次大赛的获奖作品中，有不少

是用粤语、客家话等方言朗诵的，充满

了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

为方便读者阅读体验，提升公共图

书馆图书采购与读者阅读需要的针对

性，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还联合广州购

书中心启动了“你悦读，我采购”活动。

活动期间，图书馆从购书经费中拿出一

部分资金，通过微信“抢红包”、现场派

发“悦读券”等形式，将采选图书的权力

交给读者，读者可直接在书店选购中意

的图书，由图书馆采购后再借给读者。

活动每周举办一场，目前已举办了 22

场，借出图书 3782种共 4178册。

群众热衷分享和展示
家庭与社区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为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珍惜亲

情的优良传统，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

主 办 单 位 特 别 策 划 组

织 了“ 我 爱 我 家 ”自 拍

全家福摄影大赛，活动

以家庭为主体，让参与

者以自己的视角，用摄

像 机 记 录 下 家 庭 生 活

中的幸福时刻，和大家

分 享 ，传 递 社 会 正 能

量。

同时，为了促进家

庭 和 谐 、邻 里 和 睦 ，活

跃社区生活，广东省文

化厅、南方日报社等单

位联合举办了“社区音

乐汇”。通过在全省选

取 一 批 有 代 表 性 的 社

区 ，依 托 社 区 文 体 广

场，定期举办社区居民

为主、专业音乐工作者

参 与 的 音 乐 互 动 分 享

展示活动，鼓励社区群

众“玩起来、乐起来、学

起来”，真正让“人人有

舞台，个个展风采”，借

此 让 高 雅 艺 术 走 进 社

区，提升社区群众音乐

表演和欣赏水平，丰富

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打

造一个全省性的社区音乐活动品牌。

关爱特殊人群文化需求
四万志愿者参与十二万人受益

为了将活动范围覆盖到残障人士、

少年儿童、老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特殊

人群，广东省文化志愿者总队牵头，联

合各级文化志愿者分队，组织旗下的文

化志愿者到各辖区开展“大手拉小手”

文化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为特殊人群

提供专场服务。

活动中，文化志 愿 者 彰 显 友 爱 、互

助 的 精 神 ，通 过 悠 扬 的 歌 声 、曼 妙 的

舞 姿 、优 美 的 旋 律 ，让 群 众 更 好 地 享

受文化发展的成果，领略艺术的独特

魅力。

据统计，全省共有 228 个文化志愿

服务点开展了活动，4220 个文化志愿者

参与了本次活动，服务场次累计 255 场

次，以文艺小分队的形式深入社区、乡

村、厂矿企业、武警部队、敬老院、残障

学校、异地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等地，服

务项目包括文艺演出、公益性讲座、培

训辅导、文体活动、非遗传承等多种类

型，受益群众达 12万多人次。

本报讯 10 月 20 日至 22 日，

2015 广东粤曲私伙局大赛总决赛

在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文化中心

举行，先后举办了 4 场总决赛和系

列活动。

广东粤曲私伙局大赛是由广

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专门为

粤语地区群众设置的一项重要文

化惠民活动。该赛事自 2012 年举

办，至今已有三届，逐渐成为弘扬

岭南文化、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

活的知名品牌活动。

2015 广东粤曲私伙局大赛在

粤曲流行地区得到了积极响应，

通过初赛、选拔，来自全省的 50 支

粤 曲 私 伙 局 队 伍 取 得 了 总 决 赛

的 入场券。在参加总决赛的 831

名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 6 岁，最

大的 73岁。

与往届私伙局大赛相比，为

了 更 好 地 在 青 少 年 人 群 中 弘 扬

传 统 粤 曲 文 化 ，此 次 大 赛 特 设

了 少 儿 专 场 。 同 时 ，为 促 进 民

间 粤 曲 发 展 交 流 ，部 分 优 秀 参

赛 团 队 分 别 在 顺 德 、番 禺 、南

沙 、荔 湾 四 地 开 展 粤 曲 私 伙 局

交 流 演 出 活 动 。

此外，本次大赛首次“触网”，

借助“唱吧”APP 作为“粤唱粤潮”

网络 K 歌赛的平台，利用互联网新

媒体，传承岭南特色的广东民间

音乐艺术。 （谭志红）

本报讯 日 前 ，由 深 圳 宝 安

区 福 永 街 道 联 合 深 圳 大 学 传 播

学 院 拍 摄 的 微 电 影《山 外 的 家》

举办了试映会，倡导全社会关爱

留守儿童。

《山外的家》以留守儿童为题

材，以宝安区福永关爱留守儿童

“爱心驿站”活动为背景，讲述了

在暑假期间，性格孤僻的农村留

守儿童张兰兰来到深圳，在“爱心

驿站”活动中认识了性格开朗的

来深留守儿童胡小娜，在小娜的

带动下兰兰融入群体活动中，两

人 很 快 成 了 好 朋 友 。 直 到 有 一

天，兰兰一家由于家庭变故要回

老家，于是大家决定帮兰兰圆看

海和过生日的心愿。

此片所有演员均是福永“爱

心驿站”的留守儿童、家人及文化

义工，通过写实的拍摄手法，真实

地 道 出 这 一 特 殊 群 体 的 内 心 独

白 。 该 片 先 后 取 景 于 广 东 和 平

县 、宝 安 凤 凰 山 、福 永 文 化 站 及

汽车站等地，历时一个月，于 9 月

杀青。

为了全面推进深圳市宝安区

“文化春雨行动”，加大实施“文化

春雨行动”的广度和深度，福永街

道将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列入 2015

年的重点工作。“爱心驿站”活动

从 7 月 20 日开始至 31 日，为期 10

天，来自全国 10个省份的 117名留

守 儿 童 体 验 各 种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包括兴趣课堂、实践体验、感

恩教育等。

（王议霄 关发为）

本报讯 日 前 ，“ 全 民 写 作

与公共文化”专题研讨会在深圳

召 开 。 30 多 位 深 圳 文 化 界 嘉 宾

齐聚人民网深圳频道，畅谈全民

写作计划并建言献策。

全 民 写 作 计 划 于 2012 年 启

动 ，旨 在 以 互 联 网 推 进 全 民 写

作 ，规 范 和 引 导 自 媒 体 写 作 ，

聚 集 海 量 文 学 原 创 ，同 时 充 分

利 用 网 络 传 播 的 即 时 性 、交 互

性 ，拓 展 数 字 出 版 新 形式。

如今，全民写作计划已是深

圳规模最大的文学赛事，该赛事

人 人 可 以 参 与 ，人 人 可 以 获 益 ，

低 门 槛 、普 惠 性 的 激 励 机 制 ，激

发 起 市 民 参 与 的 热 情 ，形 成

“读、写、评 ”良 性 互 动 的 阅 读 和

写 作 氛 围 。 据 统 计 ，至 今 已 有

1.5 万 名 注 册 写 手 ，累 计 发 表 了

13 万 篇 次 深 圳 题 材 的原创作品

和评论。

（戴 波 王议霄）

“家庭图书馆”是在罗湖区图书馆的

指导下,采取“宏观管理、特色运行、家庭

自治”的方式运作,以家庭为单位，通过

以点带面的方式营造社区文化氛围，推

广全民阅读。

热衷在区图书馆开展时尚公益讲座

的屈华，将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内容定

位为服装与时尚，经过区图书馆审批，她

成为首批 30 位“家庭馆长”之一，而她那

间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南小区 21 栋

104 室的普通民居房，也成为小区文化

人茶余饭后的好去处。

对于如何管理“家庭图书馆”，屈华

有着自己的见解：“有好书除了要阅读，

更重要的是分享。”虽然空间不大，但屈

华的“图书馆”收藏不少，从大学毕业后

便实施 200 元“买书计划”的她，至今累

计藏书约有 3000 本，其中不少是艺术

家的精品佳作，近期她还收藏了已逝世

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老艺术家马克

宣老师画的《天书奇谭》、《三个和尚》等

光碟。

在屈华看来，“家庭图书馆”的成立，

能够满足小区居民的阅读需求。“通过将

藏书分享给邻里及亲朋好友，不仅盘活

了家庭藏书资源，提高了藏书的利用率，

还能促进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屈华除了

是“家庭图书馆”馆长外，还是服装买手，

对时尚美学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通过“家庭图书馆”，她结交了不少志同

道合的朋友。

“家 庭 图 书 馆 ”作 为 一 种 微 型“ 图

书馆”，相比“社区图书馆”更加亲近，

更加具有情感交流和关怀的优势，被

居民们称为“邻里间以书会友，围炉夜

话 的 大 书 房 ”。 2014 年 10 月 26 日 ，首

批分布在罗湖各社区的 30 个“家庭图

书馆”正式面向全区开放。它是聚合

社会力量建设图书馆、延伸图书馆服

务的新形式，是社区图书馆网络的重

要补充，是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的

又一创新。

“首批面向全区征集遴选的 30 个

‘家庭图书馆’，是具有不同特色及广

泛代表性的藏书家庭，有一定的藏书

基 础 。”据 罗 湖 区 图 书 馆 馆 长 师 丽 梅

介绍，通过罗湖区图书馆统一授牌、馆

藏支援、活动联动等方式，让藏书家庭

变身为“家庭图书馆”，面向社区邻里

提供图书借阅、阅读沙龙等公共文化

服务。

为 了 鼓 励 更 多 家 庭 加 入“ 家 庭 图

书馆”，罗湖区图书馆在家庭藏书方面

给予支持，根据家庭的不同需求个性

化定制 50 本集体外借馆藏，由罗湖区

图书馆进行重点采购、加工，外借给各

“家庭图书馆”；为“家庭图书馆”配备

“才智小天地”学龄前儿童数字资源专

用机顶盒阅读设备，内载有 12 种课程

592 集学习内容，可连接到电视机上进

行点播阅读；“家庭图书馆”可以远程

登录使用罗湖区图书馆的电子图书、

各类数据库等电子资源。

“我们仍然在继续发展热心公益与阅

读推广的家庭加入‘家庭图书馆计划’，‘家

庭图书馆’申请工作持续进行，第二批

‘家庭图书馆’的设立将在今年的读书月

期间完成。”师丽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