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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充分发挥法律对公共图书馆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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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8 日，由广东省

演出有限公司、香港中英剧团、澳门

戏剧农庄、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院

联合主办的“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

计划合作”项目编剧实战工作坊在

广东演艺中心综合楼开班。

2016 年 5 月 26 日、27 日在澳门

举行的粤港澳文化合作第十七次会

议，制定了“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计

划”，该计划初步包括举办编剧班、

启动编剧比赛和开展戏剧制作和巡

演等项目。

作为“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计

划”中的内容之一，编剧实战工作

坊旨在利用三地毗邻的地理位置、

相同的语言氛围和相近的文化趣

味，培育青年戏剧人才，活跃戏剧

创 作 与 演 出 。 学 员 们 既 有 高 校 、

文 化 馆 的 成 员 ，也 有 专 职 编 剧 。

满 道 、杜 国 威 、梁 郁 南 、林 蔚 然 等

知 名 编 剧 为 学 员 授 课 ，内 容 涵 盖

编剧和剧本创作过程中的方方面

面，通过集中上课培训、专家课下

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完善

剧本的创作。

编 剧 工 作 坊 将 于 3 月 12 日 结

业。学员创作的作品将优先进入

“粤港澳交流计划”戏剧编剧比赛

剧本征集终评，获奖作品将会结集

出版，并有机会搬上粤港澳三地舞

台展演，同时还能优先推荐在《新剧

本》等杂志发表。

（洪 蕾）

在江门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

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以卖瓜子为生的华侨郑潮炯挎着布

袋奔走于南洋各地义卖瓜子，筹得

义款 18万元。

如今，一个写有“远走天涯、为

国效劳”字样的发黄布袋，两件郑潮

炯曾穿过的衣物，静静地躺在华侨

华人博物馆的展厅里，向人们诉说

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江门市俗称“五邑”，是全国著

名侨乡。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是展

示五邑华侨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于 2010 年全面落成开放。步入其

中，“根在五邑”4 个大字映入眼帘，

厚重的历史感和沉重的故土情扑面

而来。馆内展览以时间为线，分金

山寻梦、海外创业、碧血丹心等六个

部分，全面展现五邑籍华侨华人在

海外的艰辛创业及回报家乡的感人

历程。

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馆长黄志

强说，该馆共征集到 3.9 万余件华侨

实物，包括抗战时期，宋美龄到海外

筹款收到捐款后写有其签名印鉴的

收据，清末年间华侨从海外寄钱回

五邑的账本等。为了吸引更多的参

观者，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坚持以

主题展览的形式让文物走出去，通

过系统的排列组合让文物“开口”讲

述背后的故事。

2016 年是该馆的“展览年”，博

物馆联合加拿大皇家不列颠哥伦比

亚博物馆、台山市博物馆等开展了

一系列活动。为擦 亮 华 侨 文 化 品

牌，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还深挖华

侨题材，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华侨史

展 览 赴 京 展 出 ，继 2015 年 江 门 市

“金山伯的荣耀——近代江门五邑

侨 汇 展 ”在 中 国 钱 币 博 物 馆 展 出

后，2016 年 5 月、11 月“一门三院士，

共筑中国梦”“孙中山与华侨”专题

展先后在国家图书馆展出，成功地

展示了“华侨文化”的民族性、包容

性和时代性特征，提升了“侨都”的

知名度。

未来，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还

将借助“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

地”这一品牌，加强与国内博物馆的

文物交流合作，加强侨乡文化走出

去力度。

2月 8日，正值华强北传统的开市

吉日。武汉媒体人秦志俊一踏入深

圳华强北商圈，便被浓浓的文化气息

所包围，狮贺新春、开市晚会、电子竞

技嘉年华……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

步行街两侧，卖场门前，醒狮队

欢腾跳跃、沿街送福。万商电器城门

口，第五届“醒狮贺新春”活动正在精

彩上演：“鼓舞华强北”让人感觉新的

生机，新的希望；“金鸡报晓贺新春”

寄予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外国友人

为华强北唱大戏”生动传情。

夜 幕 降 临 ，好 戏 连 台 ，热 情 依

旧。《最美是你》开市晚会在璀璨的灯

火中拉开帷幕。安志顺打击乐团、韵

鹏民乐团、华强北群星合唱团等深圳

本土文艺团体和艺术人才，唱响鹏城

花月夜，祈望鸡年万象新。

第二天，在华强广场酒店前，秦

志俊又欣赏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深圳

（华强北）电子竞技嘉年华”总决赛。

2016年 CGU 联赛全国总冠军 JQ 战队

与深圳赛区网吧赛常胜将军多彩 GT

战队巅峰对决。

“一个崭新的国际电子商业文化

名街呼之欲出。”秦志俊开始重新审

视华强北。去年 9 月，他也曾来过这

里。满街的围挡、焦虑的商家、寂寥

的卖场，让他深为忧虑：华强北还能

崛起吗？

1 月 14 日，尘封 4 年之久的华强

北步行街盛装开街。川流不息的游

客，直线飙升的营业额，让政府和商

家长舒一口气。一个集科技创新、电

子专业服务、智能产品研发、国际电

子展示的商业高地，经过四年涅槃，

再次吸引了全球目光。

“开街后，商家热情高涨，市场铺

位出租情况也呈回暖趋势，外来商户

明显增多。”明通数码城总经理林旭

扎根华强北 20 多年，见证了华强北的

风雨历程。“守得云开见月明。华强

北 是 世 界 的 华 强 北 ，困 难 总 是 暂 时

的。”这个信念，伴随他安然度过了华

强北转型的几个重大节点。

“在华强北人的字典里，没有失

败和放弃，只有团结和拼搏。不论遇

到何种困局，在文化的引领下，一个

崭新的华强北必将破茧而出！”4 年

前，华强北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

主任蔡转弯在一次动员会上的讲话，

至今还在华强北人的耳边回响。

那 一 年 ，面 对 全 球 经 济 持 续 低

迷、电子商务冲击、商圈转型升级、深

圳地铁 7 号线围挡施工等多重不利因

素影响，华强北街道在深圳市和福田

区两级政府指引下，主动作为，积极

应对，以文化作为破局的切入点，制

定了“华强北商圈特色文化”计划，大

力实施“文化惠商惠民”工程。

这 4 年，华强北街道举办了“商圈

文体艺术节”“醒狮贺新春”“华强北

好声音”“市民才艺大学堂”等一大批

文化活动，开创了在繁华商圈提供公

共文化服务的先河，确保了华强北人

气兴旺、商业繁荣、社会稳定。

4 年来，华强北在寸土寸金的闹

市建成了面积 1500多平方米的街道文

化站，为辖区居民和商家提供文化活

动场所；成立了福田区首个街道群众

文化学会，从事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指

导群众文化业务等事宜；创建了深圳

市首个“文商结合”示范点——“福田

商圈公共文化共建基地——华强北九

方”，探索政企文化共建新模式。

林旭已经记不清，在华强北围挡

施工的这几年，由政府组织的座谈会

开了多少回，但“华强北电子消费节”

“华强北旺购季”“百万市民看华强

北 ”等 贯 穿 全 年 的 品 牌 宣 传 促 销 活

动，让商家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在去

年 11 月举办的“华强北转型升级国际

论坛”上，国内外顶尖行业专家、企业

家齐聚一堂，为华强北绘就的一张宏

伟蓝图，更加坚定了华强北人战胜困

难的信心。

开街那 天 ，街 道 办 事 处 策 划 的

一系列文化活动，让“国际电子商业

文化名街”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全

面展示华强北创客创新成果的时尚

“黑科技”惊艳登场，闪耀全城；见证

华强北 30 多年发展历程的“华强北

文化图片展”，让人更加珍惜今天的

幸福生活；“华强北，我想对你说”抒

发市民心声，广纳贤言；开街定制主

题曲《这就是华强北》通过时下最流

行的快闪形式，吸人眼球……

“变化太快，一年一个样。”安志

顺打击乐团团长安源多次到华强北

演出，他融入笛子、二胡、唢呐、葫芦

丝等传统乐器，创新编排的民族打击

乐在华强北刮起一股强劲的民族风。

“蝶变 的 华 强 北 不 仅 是 商 业 旺

地，还是宜商、宜居、宜游的旅游胜

地。”走在装点一新的步行街上，看

着 悠 闲 踱 步 的 中 外 游 客 ，秦 志 俊 心

旷神怡。

文化助力商圈蝶变转型
陈建平 马 华

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让馆藏文物活起来
刘林杰

粤港澳编剧工作坊开班

2月 8日，华强北开市晚会激情上演。

3 月 1 日，公共文化领域的基础

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将正式实施。也就在

这一天，《东莞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

法》也将在广东省东莞市施行。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东莞

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也为了圆

满完成全国公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

定级工作任务，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定于 2 月 27 日召开《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东

莞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宣传贯彻

工作会暨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部署

会。会议将重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东莞市

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并部署 2017

年东莞市公共图书馆重点工作。

保障图书馆基础服务，完
善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

2016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该法律的出台，将有力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切实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东莞市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东莞市公共

图书馆管理办法》，这是继成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之后，东莞在公

共文化领域的又一率先之举。

此次召开会议，专题解读《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

《东莞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目的

是积极推动“两法”的贯彻落实，为公

众提供均等化、便利化、专业化的图

书馆服务，从而促进东莞市公共图书

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构建覆盖城乡、

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一是保障图书馆基础服务。扎

实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和《东莞市公共图书馆管

理办法》在全市的落地生效，特别是

其中关于经费、人员、馆舍等的相关

规定，要确保镇（街）执行到位，保障

图书馆基础服务。

二是完善全市图书馆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在构建图书馆公共

服务体系的实践中，东莞大力推行总

分馆制，目前，东莞图书馆通过总馆、

分馆、服务站、图书流动车、图书馆

ATM 等三级网络、5 种形态的合理布

局，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 1个总馆、52

个分馆、102 个图书流动车服务站，实

现全市 32 个镇（街）24 小时自助借阅

服务全覆盖的服务体系，形成了“一

馆办证，多馆借书；一馆借书，多馆还

书”的服务模式。在东莞，总馆、镇

（街）分馆、村（社区）分馆（服务点）、

学校、企业分馆和图书流动车、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新型公共电子阅览室

共同构成日趋完善的图书馆服务网

络体系；以全市图书馆协同机制为保

障，强化业务统筹带动和指导培训，

总分馆服务项目联动，依托图书流动

车、东莞数字图书馆、东莞学习中心、

新型公共阅览室等平台，实现整体体

系的资源共享，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

加充分、快捷、方便的图书馆服务，形

成了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全面创新服

务的新形态。

东莞将以贯彻落实“两法”为抓

手，巩固市、镇两级图书馆网络，推进

基层分馆建设，引导镇（街）图书馆在

硬件设施、人员配置和服务水平方面

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东莞图书馆作为全市图

书馆总分馆体系的中心馆，充分发挥

了人才、技术、设备、场馆的优势，较

好地推动了东莞地区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另一方面，强化“镇管意识”，加

强镇统筹村（社区）图书馆体系建设，

加强镇（街）图书馆的管理意识和职

责，以各镇（街）分馆为骨干，进一步

完善镇（街）统筹辖区内村（社区）、企

业（工业园区）图书馆（室）及公共电

子阅览室的管理机制，推动社区图书

馆按服务人口优化布局，提升基层文

化服务成效，建设公益、就近、便利的

公共图书馆和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

网络。

同时，东莞将加大基层业务指导

力度，充分发挥中心图书馆的资源、

技术和人员优势，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东莞

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以及总分馆的业务标准及规章制度，

在馆舍规划、功能布局、馆藏建设、特

色确立、人员培训、读者服务、业务管

理等方面给予镇（街）专业、具体的指

导，开展活动的策划、组织与督导。

从而有效提升各镇（街）分馆的基础

业务，提高图书馆的图书借还量、进

馆人次、活动场次等业务数据，进一

步提升全市公共图书馆的整体服务

效能。

以评估促发展，着力提高
全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绩效

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是促

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和有效推手，也是对图书馆发展水平

和实力的检验。自 1994年以来，文化

部已先后组织了 5次县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定级工作。在 2013 年开展的

第五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时，

东莞市的塘厦、虎门、长安、常平、莞

城和东城 6家分馆被广东省文化厅评

为广东省乡镇一级图书馆。

2017 年，文化部将委托中国图书

馆学会承接“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第六

次评估定级工作”。与第五次评估定

级工作相比，本次评估定级工作创

新设立加分项，体现服务创新和发

展方向，突出评估的导向性、前瞻性

和先进性，告别单纯的过程评估或

结果评估，既明确反映文化主管部

门所需承担的政府职责实现情况，

又考察图书馆自身业务能力，更是

通过服务效能评估保障公共文化服

务的真正落实。

通过参加评估定级，东莞市基层

图书馆事业将得到一次全面的检验

和促进，图书馆发展的整体水平也将

进一步提高。为了圆满完成全国公

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定级工作任务,

以评估促发展，东莞市专门制定了

《2017 年东莞市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工作方案》，组织市镇两级图书馆参

加全国第六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

要求各镇（街）在 2017 年的全市图书

馆总分馆工作中，对照评估指标做好

全市公共图书馆的业务绩效考核工

作，从而发挥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

评促用的作用，促进全市公共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进一步加强阅读推广，努
力构建全民阅读推广体系

全民阅读工程是“十三五”时期

的文化重大工程之一。近日，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7 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明确

了 2017年全民阅读工作 8个着力点。

东莞是“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全

民阅读活动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

为贯彻“两法”的务实之举，东莞今年

将进一步加强阅读推广，努力构建全

民阅读推广体系，努力增强人民群众

的阅读参与感、获得感。

一方面，引导各镇（街）分馆做好

读者活动开展工作。读者活动场次

和参与活动的人次将作为图书馆年

度工作的重点指标进行考核，因此，

各镇（街）分馆在做好镇级分馆的读

者活动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所属各

村（社区）图书馆的读者活动开展工

作，以读者活动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

和使用图书馆。

另一方面，创新服务方式，开展

“城市书吧”建设。随着社会融合度

的不断提高，图书馆界也逐渐从固步

自封走向开放融合，设法让社会资源

和读者更好、更直接地参与到图书馆

建设中来。当前，国内有些城市的图

书馆已开始与社会机构合建集图书

馆服务、餐饮和网吧于一体的“城市

书吧”。东莞图书馆 2017年也计划引

入这种创新的服务方式，在东莞范围

内开展“城市书吧”建设。

此外，继续开展“扫码看书百城

共读”活动。2016 年，东莞图书馆面

向各镇（街）分馆推出了“扫码看书

全城共读”活动，在取得其经验的基

础上，中国阅读推广委员会将其活

动内容丰富，规格升级为“扫码看书

百城共读”活动，从 2016 年开始持续

3 年面向全国推广。2017 年，东莞图

书馆将继续督导各镇（街）分馆开展

此项活动，张贴宣传海报并定期更

新、培训基层员工引导读者扫码看

书、策划线上线下活动推广等，以扫

码看书这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引导市

民爱上阅读，更好地使用图书馆的资

源与服务。

黄埔：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形象

本报讯 2 月 17 日，广州市黄

埔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召开工作

会议，总结 2016 年度文化和旅游工

作成绩，并部署 2017年工作。

据黄埔区文广新局局长孙恺敏

介绍，2016 年，黄埔区图书馆实现了

图书藏量、图书外借量、读者接待量

“三个超百万”，位列广州市第一；文

化馆全年送艺术服务进社区（村）、

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共 3985 场

次，免费派发精品文化艺术惠民票

券 4.5 万余张，荣获市以上奖项达 39

项；完成了南海神庙及码头遗址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展示和整治

方案设计、玉岩书院主体修缮、广州

海事博物馆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完

成各类审批事项 122宗，立案查办案

件 13 宗，办结案件 13 宗，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孙恺敏表示，2017 年，黄埔区要

以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创新机制

建设、以突出黄埔区特色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利用、以重要文化品牌和

资源等为抓手，重点抓好文化、旅

游、体育市场的管理服务，进一步提

升区域文化旅游形象。

（叶振贤）

东莞市民在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内进行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