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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品牌接地气、承传统

让文化融入生活，贴近百姓
——深圳市光明新区文化馆开馆5周年走笔

刘林杰 温秋圆

文艺精品

激活创作活力

近年来，光明新区文化

馆积极打造出一批原创艺

术精品，激活了新区原创活

力，增强了新区文化内涵。

舞蹈《添丁祀》、歌曲

《情暖深圳湾》分别荣获广

东省 2015年度群众文艺作

品评选银奖、铜奖，女声三

重唱《家在岭南》获得 2016

年度深圳市文艺作品评选

一等奖、2016年度深圳音乐

工程十佳金曲、广东省2016

年度群众文艺作品评选三

等奖，目前已完成该作品音

乐电视的拍摄。

器乐合奏曲《莲山春

晓》、三人舞《出将》、独舞

《夜雨寄北时》等原创节

目 也 获 得 了 良 好 的 社 会

反 响 。 今 年 ，原 创 歌 曲

《爱在这里的每一天》、小

品《蛋·生》、快 板 书《告

状》，正积极参加市级、省

级赛事。

“数字化”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光明新区文化馆与时

俱进，从老百姓的文化需求

出发，以“数字化”为桥梁，

为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

特色、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文

化服务。

光明新区文化馆微信

公众号平台于 2014年正式

上线后，关注人数3万余人，

接受市民在线咨询消息近

3000 条。 2016 年 9 月 15

日，光明新区文化馆官网也

正式上线，真正实现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

为方便群众充分享受

文化服务产品，除了日常宣

传文化资讯外，群众还可通

过文化馆网站、公众号，实

现足不出户完成“公益培训

报名”“演出门票免费抢”

“线上活动参赛”“赛事投

票”等操作，及时了解各项

文化活动相关资讯。

线上活动“360°随手

拍”从2016年 10月至今，共

收到网络投稿 1713 幅作

品，“光明梦想秀”群众才艺

大赛开设在线投票“网络人

气奖”及网络直播，“福利

派”转发微信集赞抢电影

票，公益培训与文艺演出等

可网上考勤签到。官网及

公众号的“互联网+文化”双

轮驱动模式，很好地解决了

“点对点”公共文化服务难

题，增强了互动性、参与性

和趣味性。

“乐享艺术生活”公益培训之健美操

脚手架上忙碌的身影，钢筋水泥里挥洒的汗水……城市建造者的日常，一幕幕呈现在观众眼前。7月 13日，深圳市光明新区文艺进基层活动现场，演员们用舞蹈《快乐的建筑工》向城市

的建设者致敬。当晚，原创歌舞、群口快板、趣味小品等 10余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竞相争妍，展现了新区文明和谐的城市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在光明新区，这样的演出并不鲜见。近年来，新区文化馆坚持“文化惠民、公益服务”理念，全力探索群众文化发展新方向，打造出一系列深受群众喜爱的品牌文化活动。建馆 5年来，该

馆公共文化服务已覆盖新区 6个办事处、31个社区，年平均服务辖区居民 45万人次。光明新区文化馆成为人们常年参与文化活动的精神家园。

弘扬优良家风的《孝道》、赞美劳

动者无私奉献的《音符》《抢修》、勾画

城区面貌的《记忆》、表达青春活力的

《冲浪》……2015 年光明新区首届书

画摄影双年展上，一幅幅作品给人留

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光明新区首个评

奖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展览，光明新区

书画摄影双年展集中展示了新区优秀

静态类艺术作品，如今已成为市民了

解新区人文特色的窗口。

除了静态的书画摄影双年展，光

明新区文化馆的品牌活动“小草音乐

节”“光明梦想秀”则通过才艺展示的

方式，更为立体地呈现了新区群众文

化的活力。

4月29日至5月1日，光明新区文化

馆广场上霓虹闪烁、曲乐飞扬，第三届

“小草音乐节”如期而至。少儿专场、摇

滚乐队专场、综合类专场等音乐会为近

万名群众连续唱响了3个不眠夜。

每年一届的“小草音乐节”是草根

音乐人和知名音乐家联合为新区百姓

献上的群众性音乐盛会。“这是一个让

广大草根尽展音乐才华的节日，值得

所有来深圳打工的草根一族欢欣鼓

舞。”光明新区文体教育局文化艺术科

科长武玉蕾这样评价音乐节。

为活跃新区文艺创作和文化氛

围，光明新区文化馆自 2014 年起举办

的“光明梦想秀”群众才艺大赛已渐成

品牌。大赛不仅分设了舞台艺术表演

组和静态艺术作品组，还通过一届成

年组、一届少儿组交替举办的方式，全

面满足各年龄段群众展示艺术才华的

需求。

迄今已成功举办 4 届的“光明梦

想秀”，共吸引了 1433 组选手参赛，年

龄覆盖 6 岁至 75 岁。自创办以来，该

活动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真正成

为新区百姓娱乐自我、展示自我、成就

自我的艺术梦想平台。

“眼前的苟且让我们一直怀疑自

己，更不知多少次想逃离这里，去寻求

安逸的生活。”流水线工人王懿、李志

刚在参加完去年的“光明梦想秀”后慨

叹。2003 年，他们一起从东北南下深

圳打拼，高昂的房价、流水线上日复一

日的枯燥生活让他们几度却步。但这

场充满青春活力和积极能量的音乐

会，坚定了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心。“我

们决定，再苦也要留在深圳，在这里追

寻诗和远方。”他们说。

接地气、承传统，是光明新区文化

馆品牌活动的特征。在做好大众化品

牌活动的基础上，新区还扎根传统，围

绕传统文化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

华山圣母三娘，炼就宝莲神灯，造

福百姓……3月 25日，光明新区文化馆

会堂上演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宝莲灯》，为 2017 年光明新区第三届

粤剧艺术周画下句点。由光明新区文

体教育局主办、光明新区文化馆承办

的粤剧艺术周，邀请了一批粤剧艺术

家为市民呈现粤剧艺术，在西田、塘

尾、李松蓢、薯田埔、翠湖等社区进行

巡演，吸引了社区居民前来观看。“以

前看演出最近都要到几公里外的公明

去，现在在自家门口都能欣赏到精彩

的演出，真是太好了！”社区居民梁宇

华说。

此外，光明新区文化馆还以各大

节庆为契机，推出“我们的节日”系列

文化活动，邀请优秀演出团队及个人，

为光明新区群众献上高水准文艺演

出，增强了新区文化氛围。其围绕“文

化遗产日”开展的玉律醒狮、中医义

诊、节气讲坛等传统文化活动，亦凸显

出新区的文化内涵。

经过多年探索，光明新区文化馆

“小草音乐节”、“光明梦想秀”群众才

艺大赛、粤剧艺术周等文化品牌已日

趋成熟。在此基础上，文化馆进一步

深化“惠民”理念，开设了常规性的品

牌公益文化活动，让市民充分享受新

区文化成果。

今年暑期一到，光明新区文化馆

工作人员兼歌唱老师秦立蓉就为暑期

公益文化艺术培训班开班忙碌起来。

她的办公桌上堆积着厚厚一摞报名资

料和表格。不少家长听说文化馆有免

费文艺课程，纷纷把孩子送过来。

秦立蓉是推进“乐享艺术生活”

光明新区文化馆公益文化艺术培训

工作的骨干，也是新区市民群众文化

生活的观察者和亲历者。“2012 年我

们刚推出公益培训时，很多家长质疑

消息的真实性。”秦立蓉说。但如今，

在数年不断的努力下，这项活动得到

了越来越多市民的认可。

“乐享艺术生活”面向市民长年

开展音乐、舞蹈、书法、插花等艺术培

训，2012 年至今已举办了 14 期，学员

涵盖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等。每年

培训项目结束后，光明新区文化馆会

组织参与艺术培训的学员们开展成

果展演活动，实现群众“上舞台 展风

采”的艺术梦想。

“每个人都有追求艺术的权利，

公益培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平等学

习、交流的平台。”从事公益培训 3 年

有余的吴宏燕介绍。她先后教过成

人形体、儿童拉丁等多门课程，而在

光明新区文化馆，这样的公益培训项

目已有 50多个。

如今，走进光明新区，随处可闻琴

声悠扬，翰墨飘香。这里除了每天上

演精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外，文艺队伍

建设也蓬勃发展。文化馆积极扶持优

秀文艺人才在馆内创建了永和书社、

青藤画社、中老年和谐舞蹈队、少儿合

唱团、女童小组唱、鼓乐队、明月合唱

团、智扬民乐团等馆办队伍，每周进行

专业的艺术训练。如今，这些队伍已

从光明新区逐步走向深圳，走向全国，

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示新区风采。

在发展好馆办队伍的基础上，光

明新区文化馆还积极创造条件，提供

固定、免费的场所和设备，以吸引民

间文化队伍进馆开展活动。每天早

晚，交谊舞、健身舞、器乐表演……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文化馆广场上演。

“从‘门可罗雀’到‘供不应求’”，

光明新区文化馆负责人刘俊华这样

形 容 群 众 对 基层文化生活的渴求。

“‘乐享艺术生活’等系列文化项目，就

是要引导市民群众在文化活动中，真

正从‘看客’转变为‘主角’。”刘俊华表

示。据统计，2017年上半年，光明新区

文化馆共开设公益培训课程 500堂，举

办广场活动 160 次，放映公益电影 794

场，服务市民群众 30.105万人次，极大

丰富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光

明 新 区 文 化 馆 成 为 新 区 开 展 公 共

文化服务的核心阵地，越来越多市

民愿意到这里来，享受文化活动带

来的乐趣。然而，由于文化馆编制

少 、人 员 少 ，有 限 的 专 业 文 艺 人 才

仍 难 以 解 决 辖 区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需

求 巨 大 的 难 题 。 如 何 化 解 这 一 难

题，考验着光明新区文化馆管理层

的决策与智慧。

一条引导社会个人、机构成为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共 建 者 的 道 路 就 此 铺

开。光明新区结合新区文化建设情

况，通过弘扬志愿服务精神，鼓励人

们利用自身文化专长投入到公共文

化服务中，激发调动全民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的激情与活力。“发展文化，尤

其是公益文化事业，不单是政府的事

情，不能仅靠某一机构组织，而要发

动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力量共同参

与。”刘俊华表示。

2013 年 12 月，光明新区文化义

工服务队成立。服务队由具有音舞

书画等专业技能的专业型义工，及热

爱文化事业的市民群众的辅助型义

工组成，发展至今已有注册文化义工

563 名，其中专业技术型义工 83 人、

辅 助 服 务 型 480 人 ，年 服 务 总 时 间

24209小时，受众达 16万人次。

为提高文化义工的服务意识及

质量，光明新区文化馆特邀深圳市义

工专家为文化义工进行常规培训活

动，并定期组织召开服务心得交流

会，以及时了解义工服务状态，并根

据市民需求作出调整。多年来，光明

新区文化义工服务队以创新的服务

理念，为市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

化服务，为新区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文化奉献心力。

40岁的陈占锋，今年上半年成了

光明新区文化馆的一名义工。在新

区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中，随处可见

他维持秩序的身影。“义工队伍是一

个团体，我希望通过合作与交流认识

更多朋友，同时帮助更多不相识的

人，与所有义工一起，为这座城市撑

开一片文化的绿荫。”陈占锋说。

关爱弱势群体，以歌舞书画等形

式，在残联日、感恩节等特殊的日子

开展文化志愿活动，将爱心送到辖区

内职康中心、福利院……这样的生

活，如今已成为光明新区文化义工们

的常态。该队伍自成立以来，已协助

新区文化馆开展千场公益活动，百场

公 益 表 演 活 动 ，百 场 展 览 活 动 ，于

2015年入选“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

范项目”。

41 岁的李瑞琼几年前来到光明

新区照看孙子，足不出户的日子让她

感到十分孤独。今年，在儿媳的鼓励

下，她每晚到离家不远的广场上跟着

老师一起跳舞。“这里每天都有专业

老师领舞，跳舞可以热热身，还可以

认识很多新朋友，生活一下子变得多

姿多彩了。”李瑞琼说。

和李瑞琼一样，很多随迁老人来

到深圳，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出于这

样的考虑，光明新区文化馆于 2016

年组建了一支新的志愿者团队——

“社区广场舞辅导员”队伍。新区文

化馆通过社区选拔、街道初审、区级

核查，层层筛选出符合公益服务、定

点服务、定时服务“三服务”要求的基

层辅导员。

“文化馆不仅为我们提供场地、

音响和服装，每月还会给予我们一定

的经济补助。”社区广场舞辅导员李

桂娇说。每天傍晚，她都会带着音响

准时出现在光明新区文化馆的广场

上，领着 100 人左右的队伍，和着音

乐起舞。“很多人都是外地来的，生活

圈子小，只能用逛街、打麻将来消遣

时光。现在大家都出来跳舞了，朋友

多了起来，这座城市也变得更有人情

味了。”李桂娇感慨不已。

在光明新区，像李桂娇一样的广

场舞辅导员共有 70 人，他们每天活

跃在 31 个社区的各个服务点，为数

千 名 市 民 提 供 舞 蹈 技 艺 培 训 与 辅

导。与此同时，他们还成了协助区、

街道宣传推广文化服务资讯，收集群

众文化需求上报各级文化部门的基

层文化宣传小推手。

联合社会机构开展公共文化服

务，是光明新区文化馆又一举措。“乐

享艺术生活”千堂文艺培训项目委托

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安排 30 多名专业

教师完成全年 3 期共 1700 堂以上教

学任务；“小草音乐节”委托区音乐家

协会等机构策划落实，以专业化服务

满足群众高层次文化需求；“千场电

影万人享”项目委托电影放映队伍全

年在新区基层社区和企业工厂为市

民、来深建设者免费放映电影达 1500

场次以上……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光明新区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态势。

“打造品牌文化项目、加强文化

志愿者队伍建设，是光明新区打造高

品质文化城区的重要举措。”光明新

区文体教育局副局长包小红表示。

近年来，光明新区深入挖掘新区文化

资源，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让优质的文化成果惠及百姓，为

讲好光明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实现

文化小康作出积极贡献。

公益活动将“惠民”落到实处

联合社会力量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链 接

“光明梦想秀”群众才艺大赛成就艺术梦想

“小草音乐节”上草根音乐人和知名音乐家联合为新区百姓献上的群众性音乐盛会

文化义工是光明新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