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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广场榕树下的“文化空间”

10 月 31 日晚，东莞市塘厦镇体育馆里

歌声悠扬，掌声热烈，“同饮一江水”2015

广东省打工者歌唱大赛年度总决赛暨颁奖

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从全国各地 1万多名

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的 12组歌手同台竞技，用

优美的歌声唱出了打工者的心声。从附近

工厂及周边地区赶来的打工者们济济一堂，

被歌手们深情款款的演唱深深打动。

“同饮一江水”广东省打工者歌唱大赛

源自塘厦镇打工歌曲创作基地创办的“越

唱越红”打工者歌曲大赛。2014 年底，东莞

（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成为广东省首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目前，该镇

在完善和丰富现有平台的基础上，积极创

建成为具有创新性、带动性、导向性、科学

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带动全

省打工文化繁荣发展。

创新：
将打工者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范畴

塘厦镇地处广深港经济大走廊的黄金

地段，常住人口近 50 万人，其中九成为外来

务工人员。该镇历来重视文化建设，不仅

大手笔、高标准地在行政文化新区建设了

广电大楼、演艺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更

加难能可贵的是，该镇将打工者这一最容

易被忽视的群体纳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

范围。

立足“企业多、新莞人多、音乐创作爱

好者多”的实际，2004 年，塘厦镇创新成立

了国内首个以“打工”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基

地——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以

“打工者写、打工者唱、打工者听”为宗旨，

成为服务基层、服务打工族的惠民活动品

牌。打工歌曲创作基地自成立以来，先后

推出了中国·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大赛、“越

唱越红”打工者歌唱大赛、“同饮一江水”打

工者歌唱大赛等系列文化品牌，服务范围

广泛覆盖全省、乃至全国。

其中，“越唱越红”打工者歌曲大赛是

一个让打工者娱乐自我、展示自我、成就梦

想的舞台。它突出“打工音乐”特色，鼓励

打工者唱，对所有打工者实行零门槛参赛

制。打工者既可以通过歌唱抒发心声，还

有机会与知名音乐制作公司签约、发行 EP

专辑，实现从打工者到歌手的华丽转身。

大赛还主打“广场文化”特色，鼓励打工者

听。所有的比赛场地都安排在户外广场，

以免门票的形式，直接将文化送到基层和

打工者身边，让他们可以就近享受大赛带

来的欢乐。

“越唱越红”打工者歌曲大赛创新了公

共文化服务基层、服务打工者的方式，具有

极强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从一个镇级

活动品牌跃升为全省性公共文化活动品

牌，从一镇主办到九城同办，如芝麻开花节

节高。9 年来，该比赛先后举行系列活动

400 多场次，直接受惠人数近 300 万人次，荣

获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项目类群星奖、“全

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品牌”以及广东省“特

色文化品牌”“全省群众性文化活动优秀品

牌”等荣誉。2013 年起，广东省文化厅将其

更名为“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

赛，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举办。本届广东打

工者歌唱大赛自今年 5 月启动以来，陆续展

开了 100 多场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1 万多名歌唱爱好者参赛，40 多万名观众现

场观看。

中国·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大赛从 2004

年起举办，每两年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 5

届，共收到参赛作品 5000 多份，公开发行 5

张 CD、5张个人专辑和 1张交响乐演唱会专

辑，《亲爱的不要离开我》、《东莞不相信眼

泪》、《快乐打工的男孩女孩》等一批优秀原

创歌曲在全国传唱。

塘厦镇的打工音乐不仅受到了打工者

的欢迎，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土豆

花开》、《百年一梦》、《脚印》等作品先后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中国音乐金钟奖”、

群星奖等多项大奖。基于塘厦镇举办打工

歌曲创作大赛的丰富经验和广泛的群众基

础，2011 年，中国音协将全国首个“中国打

工者歌曲创作基地”牌匾授予塘厦，成为塘

厦公共文化服务优质新平台，中国文联、中

国音协送欢乐下基层“情系打工者”走进东

莞（塘厦）大型广场慰问演出等惠民文化活

动也先后在这里举办。

创建：
让打工音乐更加深入人心

当前，塘厦镇正以创建广东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发挥

基地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出精品、出

人才”为目标，让打工音乐更加深入人心。

为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塘厦镇成

立了创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工

作领导小组，由镇长黎雪琴任组长，副镇长

杨晓斌任副组长，成员包括16个部门的负责

人和各社区书记。创建期间，塘厦镇将根据

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的特点，完成

活动举办、宣传推广、品牌打造、平台搭建、

公益惠民、制度保障等六项创建任务。

为了进一步扩大原创音乐的受惠面，

塘厦镇将继续办好全国打工歌曲创作大

赛、“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等

品牌活动，让基地原创打工音乐走出塘厦、

走出东莞，带动其他地区举办更多的惠民

服务演出。

创建期间，塘厦镇将借助“互联网+”的

力量，将基地创作的 150 多首原创打工音乐

作品推向市场，在酷狗音乐网、A8 音乐网、

百度音乐等网络平台上传播，进一步扩大

音乐作品的服务面和影响力。东莞（塘厦）

打工者艺术团将在全镇各社区文化广场、

企业工厂等地开展“打工歌曲”惠民巡演，

使打工音乐广为传唱。同时，将原创打工

音乐与音乐剧融合，创编推出打工题材的

广场版音乐剧《土豆花开》，并在市内展开

巡演，让更多民众、打工族能欣赏到塘厦的

原创打工音乐、原创音乐剧。

该镇还将盘活现有的文化场馆、文化

广场等硬件设施，整合各文艺协会、东莞塘

厦农民工艺术团、文化志愿服务队、社区文

化管理员等人力资源，广泛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文艺主题实践活动。通过

“打工音乐剧”专场演出、各类送戏下乡的

基层惠民文化演出，提高基地原创打工歌

曲节目的演出频率，让广大群众直观地欣

赏和了解到塘厦原创打工音乐。

为集聚优秀作品和人才，塘厦镇将常

态化举办中国·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大赛、

“原创音乐会”“音乐沙龙”等活动，搭建打

工音乐创作平台。通过与星海音乐学院、

深圳大学金钟学院等大专院校合作，不断

为打工歌曲创作基地输入新鲜血液。

近年来，长安镇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文化建设突飞猛进，是全国闻名的文化

强镇。凭借雄厚的实力，2013年，长安镇被评为

东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镇；2014年底，又

成为广东省首批8个示范区创建单位之一。

根据规划，长安镇将用两年时间（2015—

2016 年）扎实推进创建工作，全面达到示范区

创建验收标准，着力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保基本、促公平，具有长安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推进全镇新型城镇化建设。

保障体系：
制度建设确保创建工作有序进行

长安镇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济

社会总体规划、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财政预算和

干部考核内容，并由镇政府牵头，成立由党政、

组织、宣传文体等 16 个部门组成的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小组。同时，还成立了示范

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

执行组长，成员包括近30个部门的负责人。

长安镇把示范区创建的相关费用纳入本级

财政预算，并整合全镇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

文化奖励和扶持基金，设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

主导的“公共文化发展基金”，并鼓励和引导民

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建设，逐步形成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

结合东莞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

工作，长安镇抓好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正

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化文件，明确政府职能

部门（含文化机构、场馆）、社区、企业的公共文化

建设职责和服务标准，到 2016 年初步建立起科

学、规范、精细、实用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该镇还将建立和完善绩效评估制度，将

创 建 工 作 纳 入 党 委 政 府 重 要 议 事 日 程 。 同

时，建立群众评估和反馈机制，形成政府、社

会、服务群体共同参与的监督管理体系。实

行文化工作目标责任管理制，把公共文化服

务情况和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此外，长安镇还重视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顶层设计。针对长安城镇化进程中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

题和实践问题，着重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长安镇城镇化进程

中新生代产业工人公共文化服务、长安镇文体

社团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3 个重点领域，开展深

入的调查研究，形成长安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理论成果和专著。

设施建设：
点面结合实现文化设施分级覆盖

自 20 世纪 90年代起，长安镇高标准地建起

了长 安 广 场 、图 书 馆 、电 视 演 播 厅 等 公 共 文

化基础设施，实现了镇、村（社区）文 化 设 施

全 覆 盖 。 2012 年 以 来 ，长 安 镇 又 先 后 建 成

了 饶 宗 颐 美 术 馆（展 览 厅）、长 安 影 像 中 心、

长 安 体 育 馆 ，并 通 过 建 设 榕 树 下 文 化 空 间 、

实 施 新 型 公 共 电 子 阅 览 室 全 覆 盖 工 程 ，使

公共文化设施深入百姓身边。

目前，全镇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超过 50 万

平方米，助推其公共文化服务走在全国同类城

市前列。尽管数量可观，但镇中心区的设施如

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村（社区）、企业的设施如何

健全，仍是一道道难题。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

长安镇将努力推进设施进社区、进企业（园区、

厂区）、进居民小区。

对于镇中心区的公共文化设施，重在管好

用好。为此，长安将进一步明确镇中心区文化

设施的功能定位，优化空间，不断提高服务质

量；成立长安文体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长安体

育馆、长安体育公园进行管理和运营；完善榕树

下文化空间的布点建设，形成覆盖镇中心区、城

市综合体、社区、工业园区的服务网络。

对 于 社 区 、企 业（园 区 、厂 区）、小 区 ，重

在完善配套。其中，社区公共文化设施要以

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目标，进行提档

升级，到 2016 年，建成 4 至 5 个集文化娱乐、

便民服务、政策法制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社

区 综 合 性 文 化 中 心 。 企 业 文 体 设 施 建 设 将

有明确的建设参考标准，居民小区配套设施

建设也将逐步推进。

均等化：
让文化的阳光雨露滋润每个角落

长安是融合之城，本地人与产业工人（外来

务工人员）和谐相处，文化需求复杂多元。近年

来，长安镇不断增强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先

后推出了文化志愿大篷车进三区、长安文化学

堂等 12 项文化品牌活动。无论是小朋友还是

老年人，无论是企业员工还是白领高管，都能在

长安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活动。面对新型城镇

化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的新课题，长安镇将大

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让文化的阳光雨

露滋润全镇的每个角落。

长安是“图书馆之城”，图书馆的触角已

深入到每个社区。为了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

能读到更多的书，长安镇将建设镇、社区互联

互通的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实现全镇图书馆

的采购、编目、配送、管理、人事“五统一”。同

时，加强和改进图书馆业务，依托“莲溪书香

节”、榕树下文化空间等全民阅读品牌，大力

实施全民阅读计划。

长安镇有常住人口 60 多万，其中 3/4 为产

业工人。近年来，该镇不断丰富产业工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接

下来，长安还将成立产业工人公共文化服务协

会，开展针对性服务，推动外来人口市民化。

长安还将充分发挥在摄影、文学等方面的

优势，对已经培育起来的文化品牌精耕细作，提

供更多的优质服务。同时，将回收长安文化中

心，将其打造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满足市民

参与培训、观看演出、咨询体验、交流互动的现

代文化需求。

社会化：
形成公共文化共建共享的新气象

长安的文化建设能有今天的辉煌，与社会

力量的参与密不可分，尤其是各文体协会功不

可没。目前，长安共有 18 个文体协会，会员约

3000 人，另有业余文体社团 249 个，形成了社

会力量有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长安模式”，

有力破解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单一、活力不足

的难题。如在去年举行的长安镇第五届文化

艺术节，全镇各文体协会、业余文体社团在 9

天内开展了 126 项活动，吸引了近万名市民登

台演出、近百万人次参与。

在创建示范区的征程中，长安镇将进一步

向社会力量敞开大门，通过实施公共文化服务

社会化建设工程，形成公共文化共建共享的新

气象。该镇将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面

向 社 会 采 购“08 剧 场 ”“出 彩 长 安·广 场 周 末

show”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并建立动态反馈

机制和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长安镇将成立文体社团发展协会，大力培育

业余文体社团，尤其是社区和企业的业余文体社

团，促进舞蹈、合唱、书画、钓鱼、徒步等各种门类

的艺术、体育类团体繁荣发展。同时，采取多项

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办文化。

机制创新：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造血能力

近年来，长安镇将每年约占财政收入 7%的

经费用于文化建设，形成了三年一次大型文体

活动，两年一次大型赛事，每年各类文化活动的

运行机制，每年活动达 400余次。

为 进 一 步 实 现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造 血 创

新 ，长 安 镇 将 设 立 公 共 文 化 发 展 基 金 ，并 建

立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考 评 机 制 ，探 索 打 造 长 安

镇 文 化 志 愿 服 务 单 元 和 网 络 ，打 通 服 务 群

众“最后一公里”。

设立全媒体服务中心、建立数字公共文

化服务平台、大力开展线上线下公共文化互

动活动……未来，长安镇还将借助互联网技术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推进文化与科技的融

合，形成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网络。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

创建，是增强公共文化活力的重要举措。近年

来，文化部、财政部已开后开展了三批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和示

范项目的创建工作，其中，广东省东莞市已成功

创建成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深圳市福田区、佛山市正在分别创建第二批、第

三批示范区，另外还有 6个项目已完成或正在创

建示范项目。这些示范区、示范项目提供了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鲜活经验，发挥了典型

引路的重要作用，并以点带面，推动了广东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工作。

为进一步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

用，调动各地政府的积极性，广东省文化厅、财

政厅借鉴国家开展示范区、示范项目建设的成

功经验，开展了省级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申报

和创建工作。今年 7 月，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到 2020 年，培育和建成 20 个左右省级示范

区、50个左右省级示范项目。

2014 年 9 月，广东省正式启动第一批省级

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经过申报和答辩，有

8 个单位获得了第一批省级示范区创建资格，

有 14 个项目进入第一批省级示范项目创建行

列。其中，东莞市长安镇成为首批省级示范区

创建单位，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进入

首批省级示范项目创建名单。东莞市因此成

为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中，唯一一个既成功创建

国家级示范区又获得省级示范区创建资格的城

市。这既是对东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的肯定，也是希望东莞继续为全省同类地区树

立榜样、积累经验、探索路径。

按照广东省文化厅的部署要求，东莞市高

度重视创建广东省首批示范区和示范项目工

作，着力加大创建工作力度，各项任务有序推

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其中，长安镇对照创建标准和要求，成立

了工作领导小组，完善组织协调机构，制定了

建设规划和创建工作方案，围绕实施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建设以及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社会化、数字化建设，深入实施五大工程，

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目前，创建

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展。

塘厦镇围绕创建任务要求，科学制定了创

建实施方案，并创新工作思路，致力打造服务

基层、服务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优质平台。

第二届全国打工歌曲创作大赛暨全国优秀青

年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同饮一江水”2015 广

东省打工歌曲大赛等活动已顺利开展，积极发

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

长安镇和塘厦镇的创建工作正发挥榜样

作用和示范效应，有力带动其他镇（街）同步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市多个镇（街）正

不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有的

地方还提出了申报下一批省级示范区和示范

项目的目标。 东
莞
东
莞
（（
塘
厦
塘
厦
））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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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工
歌
曲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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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长安镇：以示范区创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同饮一江水”2015广东打工者歌曲大赛启动仪式暨送文化进企业文艺演出

长安镇文化艺术节大巡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