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16年 11月 30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舒 琳 专 题

遍 撒 公 共 文 化 的 阳 光
——2016年“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综述

苏 闻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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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股清新的春风，吹绿了
秦淮两岸、六朝故里；

这是一缕金色的阳光，照亮了
每一条街巷和田间地头；

这是一张文化名片，写下了新
时代南京江宁人满满的文化自信。

由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政府主办的“江宁

之春”群众文化活动，自 2001 年举办以来，已成

功举办了 16 届，活动每年以“春天畅想”“怡情

广场”“文化长廊”“草根擂台”4 个篇章将文化

活动贯穿全年、覆盖城乡，被誉为“艺术的盛

会、市民的节日、文化的春天”。2016 年“江宁

之春”群众文化活动坚持以群众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紧围

绕“强富美高”新江宁建设目标，依托各类群众

便于参与的活动载体，创新文化活动的内容，

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服务精准、内涵丰富

的文化活动。截至目前，共组织大型文化活动

50 余场、社区特色文艺展演 1000 余场，免费送

戏进村（社区）200 场、送电影 2500 场，举办各类

艺术大赛 10 余场，极大地满足了全区群众“求

知、求乐、求美”的文化需求，为建设新江宁，迈

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动力。

多部门协同 活动更丰富

2016 年，江宁区文广局联合其他部门和行

业、社会组织，集思广益，联合制定《2016 年“江

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方案》及《2016 年文化精

准扶贫实施方案》等，充分调动各部门、各行业

积极性，整合资源，发挥合力。“五月惠风”书画

展、“文化礼包大派送”精准扶贫、新市民才艺大

赛、戏剧票友大赛等活动，都是在江宁区文广

局、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残联、区建工局等

多家单位的协同推动下组织进行的，这一做法

打破了文化部门单打独斗办文化的局面，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多部门的协

同推动下，2016 年“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呈

现出与往年不同的特点：一是受众面更广。今

年的活动既考虑到大众的文化需求，也兼顾到

妇女儿童、残疾人及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文化

需求，新市民才艺大赛、文化礼包大派送等活动

就是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及留守儿童设定的。

二是群众参与度更高。今年的系列活动中有不

少是群众自己参演的，节目创作也都来自身边

的人和事，比较接地气，很受群众喜爱。三是形

式更加灵活多样。整个文化活动有 1000 余场，

既有大型示范性文化活动，如街道专场文艺演

出，也有小型分散性文化活动，如广场舞比赛、

诗歌朗诵会等，大活动重在专而精，小活动重在

快而活，灵活多样的形式使活动的惠及范围扩

大至全区各个层面。四是内容更丰富。表演团

队方面，既有当地文艺团队和艺术家们表演的

具有本土特色的节目，也有南京市演艺集团、金

箔艺术团、黄梅戏剧团带来的精彩演出。在考

核细则上，对街道专场演出的时间、内容、艺术

门类、原创作品等作出明确要求，有效避免了

“歌舞剧”包打天下的现象。通过一系列创新举

措，2016 年“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的影响力

从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升。

“突破部门、行业、系统、地域等壁垒，实现

公共文化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互为补

充，是公共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江宁区文

广局负责人表示，“2016 年江宁文化部门通过多

部门协同办文化，取得了明显成效，文化活动品

种多了、质量高了，百姓叫好的也多了。我们将

把多部门协同办文化作为一项长效机制，长期

坚持并运作下去。”

百姓点单 服务更精准

作为 2016 年“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 150

场送戏下乡演出任务的承接主体，江宁区文化

馆、区群艺馆在今年初就忙得不可开交。“现在

群众欣赏水平和层次越来越高，不仅要求节目

质量，更要看节目合不合自己的口味。口味不

合，节目再好，也吸引不了人。以前单方面的送

戏模式行不通了。”江宁区群艺馆馆长任久保告

诉笔者。

为了满足群众需求，区文化馆、区群艺馆量

身定制“演出菜单”。从 2016 年春节开始，区文

化馆、区群艺馆的文艺骨干们便深入到该区

各街道、村（社区），下发演出意见征求表，征询

群众意见；通过“江宁文化网”“文化江宁微信

平台”、手机 APP 客户端等多种新媒体途径，公

布 2016 年惠民演出的内容和安排，听取群众的

意见。

通过线上线下等渠道，区文化馆、区群艺馆

征集到众多反馈意见，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

2016 年送戏下乡演出计划，力争做到每场演出

能够“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

“同往年相比，每场演出节目不同、内容更

加丰富，工作量增加了好几倍，收获的群众满意

度也比往年多了好几倍。看到老百姓开心的笑

容，感觉再辛苦也值了。”江宁区文化馆馆长邵

素芳笑着说。

吸引社会力量 丰富文化供给

近年来，社会力量以形式灵活、服务精准等

特点，通过注入资本、承办文化活动、新建文化

设施等多种途径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及服务，丰

富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同时也缓解了公共文

化建设中资金、人才、技术不足等情况。2016 年

江宁区制定出台《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南京市江

宁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促进办法》，明

确了公共文化购买的服务项目和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的途径。

作为先行试点，江宁区文广局将 2016 年送

戏下乡 50 场演出任务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经过

缜密考察和多家团队公开公平竞争，最终与南

京市演艺集团、金箔艺术团、黄梅戏剧团三家单

位签订协议，在全区 50个村、社区进行巡演。

在江宁区谷里影剧院黄梅戏演出现场，笔

者看到，来看演出的人非常多，很多是一大家子

人。《唐伯虎点秋香》《红楼梦·黛玉葬花》等经典

黄梅戏剧目让观众们津津乐道；孙静、朱蔺、沈美

娟、沈秋萍等国家一级演员的精彩表演更让观众

直呼过瘾，很多观众在落幕后久久不愿离开，有

的还走上台争着与演员们合影留念。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扩大社会购买渠

道，健全社会购买保障机制，引进更多更好的文

化产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促进我区文化供

给的繁荣。”江宁区文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保障外来人员权益 找到归属感

近年来，江宁区将保障外来务工人员文化

权益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予以高度重视。

每年“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都开展送戏、送

电影、送图书到建筑工地、企业、工业园区；区图

书馆利用流动图书车定期开展流动服务，免费

上门办证；区博物馆每年将 20 场流动文博精品

展示送到各企业园区；区文化馆常年针对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免费开展各类文艺培训，举办新

市民才艺大赛，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展示风采、

抒发情感的平台；各街道文体服务中心、村（社

区）文化室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文化服务和参

与渠道。

经过多年实践，“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

建立了一整套孵化培育新市民参与公共文化活

动的机制。在此机制下，许多江宁区的新市民

已成为各类文化活动的主角。在不久前落幕的

“建工杯”新市民才艺大赛上，由新市民自编自

导自演的舞蹈、音乐、戏剧、曲艺 4个门类的作品

均获得了评委、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充分展现出

江宁外来务工人员的良好精神风貌，展示了江

宁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发展的建设成

果，激发了新市民建设新江宁的热情，使新市民

找到了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

“草根擂台”赛出靓丽风采

“江宁之春”群众文化活动从举办第一届

起，江宁文化人就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以挖掘传承地域文化元素、打造地方特色文

化品牌、塑造地域文化名片为己任，每年都要求

各街道组织文化活动坚决做到“四个一”：即围绕

地域文化策划编排一台主题晚会，创作一批含有

地域文化元素的文艺节目，打造一支代表当地

民俗民风的特色文艺团队，培育一批能创作表

演本土文艺节目的文艺骨干。

十六年冬去春来，十六载寒来暑往。通过

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的

江宁，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品牌，每个

街道都有自己的拿手文艺绝活，每个街道都有

响当当的特色文艺团队，每个街道都有能登得

了台、唱得响的文艺骨干。“一村一特”“一街一

品”，百花齐放、百家争艳的文化格局初步形成。

2016 年，江宁区创新举措，专门增设“草根

擂台”活动板块，通过举办广场舞大赛、戏曲爱

好者大赛、新市民才艺大赛、诗歌朗诵比赛等一

系列赛事，为群众搭建自娱自乐的舞台，挖掘民

间优秀文艺人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以“草根擂台”为平台，江宁区本土文艺骨

干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创作编排了小品《争婆

婆》《签约》《大爱》、舞蹈《摆手女儿家》《粉刷

匠》《梅龙之韵》、歌曲《你好！湖熟》、情景剧

《夸夸青龙大变化》以及快板《人人走正道，好

人有好报》《司法局里的那些事儿》《全民阅读

掀高潮》、相声《戏迷赞横溪》《横溪就是摆》、传

统锡剧《绣花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等

一大批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文

艺新作品。其中舞蹈《厨房的味道》从众多舞

台文艺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第十一届中国艺

术节群星奖。

按照“七有”（有队伍名称、有稳定队员、有

固定场地、有专门经费、有统一服装、有简易道

具、有定期活动）标准，2016 年江宁区重新打造

的 10 支特色文艺团队于 11 月 20 日在江宁市民

中心小剧场闪耀登场。至此，江宁区已有特色

文艺团队 40 余支，常年活跃在乡村舞台。在特

色文艺团队的辐射带动下，全区业余文艺团队

也蓬勃发展，平均每个村（社区）都有 3支以上的

文艺团队，为江宁区群众放飞心情、愉悦心灵提

供了巨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