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河南省巩义市高标准建

设了占地面积达上百亩的东区文化广

场，却因为利用不佳，每到夜晚人员稀

少；如今，夜晚的东区文化广场上，诗

乡月明、梨园香韵、盛世欢歌、舞动巩

义、河洛书场、喷泉舞会 6 个文化小广

场与河洛大舞台主会场相映生辉，人

声鼎沸。昔日无人光顾的广场，为啥

今年热闹起来了？

巩义因诗圣杜甫故里而闻名，每

晚 7 点多，各行各业喜爱诗歌的市民

便聚集在广场西北的诗歌角，慷慨激

昂的朗诵总能引人驻足。

10 岁的郜晨鹏在巩义市西村第

一小学上三年级，每逢星期天，父母

就带着他从西村赶来参加诗歌角活

动。诗歌角分经典诗词诵读、诗词知

识讲解和诗歌互动 3 个环节。“很多学

生参加诗歌角，不仅丰富了生活，也

能充分感受到诗歌的魅力、文化的醇

厚，引发对生命的感悟。”诗歌角组织

者之一王德普说。

巩义市也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

家乡。在广场东南角，梨园香韵小广

场设计别致，戏曲脸谱环绕四周，艺

术家常香玉的雕像巍然屹立。在这

儿，百姓常能欣赏到惟妙惟肖的戏曲

表演，慢慢爱上传统戏曲的韵味。

78 岁的尚继业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河 洛 大 鼓 的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平 日 他 喜 欢 带 着 弟 子 在 文 化 广

场的“河洛书场”进行演出，自创的

有关反腐倡廉、爱党爱国、文明礼仪

和孝老敬亲的节目很合当地观众的

口味。

除了以上这些根植于巩义当地

文化资源打造的特色名片，文化广场

还有另外一种风景。子美模特队的

一群舞蹈爱好者每天早上在体育馆

练 功 ，晚 上 再 来 文 化 广 场 表 演 ；老

干部合唱团等民间合唱团体每晚也

会来到文化广场，合唱、独唱轮番上

阵……夜幕降临，工作一天的巩义市

民流连于东区文化广场，既可欣赏丰

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又可锻炼身体，劳

累和烦恼顿失，尽享夜幕下的清凉和

悠闲。

对巩义市委宣传部和巩义市文

广新局的干部职工来说，华灯初上意

味 着 又 要 为 另 一 份 工 作 开 始 忙 活

了。他们一下班就马不停蹄地奔向

广场，或查看表演现场，或帮忙布置

桌凳、音响，等一切就绪各类节目开

始表演，才能稍稍松口气，几个人和

着简餐填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这

样的志愿服务工作一直要持续到演

出散场，每晚到广场最早的是他们，

离开最晚的也是他们。

在巩义市委、市政府的强力主导

下，东区文化广场今年大变样。巩义

市委书记袁三军是东区市民文化广

场 的 常 客 ，隔 三 差 五 就 会 到 广 场 逛

逛，有时一连 5 天每晚都来。久而久

之 ，一 些 细 心 群 众 见 不 着 他 还 会 念

叨：“今晚袁书记咋没来？”大家对袁

书记的熟识源于他多次带着市委常

委班子成员到广场调研百姓的文化

需求。巩义市委、市政府把广场文化

活动当成公共文化的突破点，力求最

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正是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困扰

百姓和文化工作者的一些难题很快

得到解决。以往广场附近的公交车

晚上 8 点半就要停运，给群众文化活

动带来很大不便，领导们现场办公，

从第二天开始，广场附近的公交车次

延长到了晚上 10 点半。当得知巩义

市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缺人才的时

候，市委组织部门特事特办，抓紧引

进文艺人才。

巩义市群众文化活动的风生水

起与近几年来该市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型密不可分。巩义过去一直靠制

造 业 发 家 致 富 ，近 年 来 积 极 探 索 向

文 化 强 市 转 变 ，特 别 是 在 公 共 文 化

方 面 下 大 力 气 舍 得 投 入 。 半 年 来 ，

以 百 姓 文 化 广 场 为 载 体 ，广 泛 开 展

“喜迎十九大 共创文明城”群众文化

活动。在东区市民文化广场、宋陵文

化广场等设立主会场，在全市 20 个镇

（街道）设立分广场，组织开展社区文

化欢乐季、河洛大舞台、河洛大鼓进

社区、“群星耀中原”等活动 28 项近

400 场次，参与群众达 30 多万人次。

诵诗词、唱红歌、听戏曲、跳舞蹈等各

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每日上演，让老百

姓的获得感爆棚。

“市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全面

支持文化建设各项工作，文化工作者

在基层说话也有分量了。”巩义市文

广新局局长逯熙鹏说。近日，巩义市

对 126 个综合文化站和文化服务中心

示 范 点 进 行 达 标 验 收 ，合 格 者 挂 红

旗，不合格者挂黑旗，并公开举行授

旗仪式。连续 3 次挂黑旗的，所在乡

镇办事处一把手就地免职，发现乡镇

文化建设中有问题的则当场指出，一

般不到两天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如今，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夜晚

自觉来到文化广场参与群众文化活

动，有时兴致一来还拿起话筒高歌一

曲，广场活动成了政府与群众的“会

客厅”。“对于群众的合理需求我们一

定想方设法满足，各相关单位也支持

广场文化活动的开展，参与到广场文

化建设中来，提高了巩义百姓的文化

获得感和幸福指数。”袁三军强调，下

一步，巩义市将认真研究广场文化活

动常态化措施，希望通过制度化保障

群众文化活动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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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基层文化工作要真懂真干
苏 锐

河南巩义：文化广场变身城市“会客厅”
本报驻河南记者 陈关超 张莹莹

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

友）记者 9 月 17 日从黑龙江省文化

厅了解到，自今年 6 月开始，由黑龙

江省考古研究所牵头基层单位成

立的考古队经过 3个多月对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所辖穆棱市泉眼河南遗

址进行抢救性考古作业，发掘出 600

多件出土文物，为穆棱河流域的历

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在该遗址发掘 I 区，出土了陶

器、石器等文物标本 100 余件。考

古专家根据出土文物的特征分析，

初步推断该遗址发掘 I 区遗迹属汉

魏时期文化遗存。考古人员在该

遗址发掘 II区发现人工垒砌的石块

堆积遗迹一处，出土及采集的石器

标本共计 500 余件，石器种类包括

石核、细石叶石核、石片、石叶等，

属于我国北方地区小石器工业类

型，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

据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负责

人赵永军介绍，此次对 I、II 发掘区

所含汉魏时期与旧石器时代晚期

文化遗存的揭示，对于初步构建穆

棱河上游地区不同时期考古学文

化的编年体系，以及深入开展该区

域文化谱系、生产方式、生态环境

及人地关系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具

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位于穆棱河流域的泉眼河南

遗址距离穆棱市穆棱镇泉眼河村

南约 250 米，该遗址为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时所发现，已抢救性挖掘

出大量文物。

黑龙江穆棱河流域考古再添新成果

今年暑假，读本好书成了浙江省

绍兴市很多孩子的选择，他们通过参

与绍兴图书馆举办的阅读挑战赛度

过了一个充实的假期。只要读完绍

兴图书馆指定的 8 本推荐书籍就可以

参与线上答题，图书馆从参与者中选

出 10 名小选手现场角逐，最终决出 6

名“阅读小标兵”、3 名“阅读小能手”

和 1名“阅读小达人”。

“阅读小达人”、绍兴望花小学五

年级学生贺博文非常开心能参加比

赛。通过比赛，他认识了很多热爱阅

读的同学。“我每天差不多花 5 个小时

阅读，这 8本书我每本都看了 4遍。”贺

博文说。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目标人群主

要是缺乏阅读能力和阅读意愿的群

体。”绍兴图书馆馆长王以俭说，未成

年人是全民阅读服务工作推进的中

坚力量，绍兴图书馆通过精准的服务

定位，将未成年学生作为重点对象，

注重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如通过开

展馆校联动，将流动书车开进周边学

校，为孩子们提供办证、借阅、咨询服

务，提倡每天看书一小时等，都取得了

较好效果。

绍兴市儿童阅读力提升工程项

目主持人莫国夫认为，阅读挑战赛这

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很能激发孩子的

阅读热情，尤其要对学生的家长表示

感谢，因为家长的支持对孩子阅读习

惯的养成很重要。参与阅读挑战赛

线上比赛获得好成绩的诸暨城南小

学学生马章行说，暑期里父母都有工

作要忙，这 8 本书成了陪伴他的好伙

伴，有几本是姐姐用手机下载的，剩

下的爸妈都给买了纸质书。记者也

发现，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孩子，很多

是绍兴图书馆的常客。

阅读推广人在阅读推广服务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绍兴图书馆历

年来一直注重阅读推广人的引进和

培 养 ，通 过 邀 请 经 验 丰 富 的 图 书 馆

员、社会人士担任推广人，为图书馆

的阅读推广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引领

带头作用。阅读推广人来自各行各

业，有教师、心理学家、作家等，通过

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他们定期

向读者推荐书刊，深入学校、社区开

展阅读活动。

作为优秀阅读推广人，莫国夫给

喜欢阅读的孩子提出了两点建议：一

是 在 读 文 学 类 书 籍 的 同 时 ，多 读 历

史、科普类书籍；二是要读经典书、读

好书，多听老师的推荐。绍兴市枫桥

镇中心小学教师陈筱园认为，阅读对

一个人的成长帮助要比一些商业化

的培训班带来的好处多得多。

此外，绍兴图书馆在践行阅读推

广服务的过程中注重品牌建设，有效

提升了阅读推广服务的品质。如少儿

阅读推广活动以“金苹果”卡通形象为

品牌标识，衍生出“金苹果”少儿系列

活动，包括馆员姐姐讲故事、闪亮宝贝

星、国学讲堂、巧手乐园以及少儿英语

沙龙等品牌活动。为满足读者的深层

次阅读需求，绍兴图书馆还推出“作

家会客厅”系列活动，每月邀请知名

作家与读者共同品读好书，每期活动

围绕一本书展开深度阅读，目前已形

成拥有百余名固定书友的读者群体，

品牌效应显著。

今年 4 月，为纪念绍兴图书馆前

身古越藏书楼的创始人徐树兰，绍兴

图书馆联合绍兴文理学院、绍兴龙华

佛学图书馆共同设立了树兰书院，旨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越地文化，树

立少年儿童文化传承意识。书院从

符合招生要求的百名学员中择优录

取首批 40 名学员，提供为期两年的全

免费、公益化、系统性中国传统文化

教育和国学经典培训。树兰书院至

今已开课 60 余堂，每周六上午，绍兴

图书馆一楼的少儿活动室里都会响

起朗朗诵读声。从春季班到夏令营，

学员们学习了《弟子规》《大学》《中

庸》等国学经典，从一开始的坐不住

到后来的坐得定，让学员和家长们倍

感自豪和欣慰。此外，书院还重视学

习与实践相结合，开设了书法、古籍

修复、拓印、面塑等课程，组织学员赴

书法圣地兰亭游学，效仿古人行修禊

之礼，感受越地文化。

小学员们坚持每天晚上在家诵

读，坚持完成学业。一对双胞胎学员

的母亲说，学习国学后孩子最大的收

获不是背诵了多少经典，而是心智发

育和认知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特别

是通过国学的熏陶，变得懂礼仪、知

规范。绍兴文理学院教授许大平作

为树兰书院的授课老师，表示将大力

支持少儿国学公益培训的发展，将树

兰书院打造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家园。

浙江绍兴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见成效

让好书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因为工作的关系，笔者近几

年接触过不少基层文化系统的

干部，印象很深的一点是，有些

同志不注意研究国家大政方针，

干起活来喜欢搞经验主义。尤

其是一些县区文化局的负责人，

谈起本职工作很不在行，甚至不

懂装懂，让人忧心。

比如，笔者曾到某县采访基

层文化设施的建设问题。谈起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该

县文化部门一位负责人既不知本

地的覆盖率，也不知在建设中到

底存在哪些困难和不足，对解决

办法更是含混不清，甚至认为，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是上面的任务，上面不给钱，下面

没法干”。其实，今年3月1日开始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已经明确，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纳入本级城乡规划，根据相

关标准对设施进行合理布局。

没有政策的时候呼吁出台政

策，有了政策却不贯彻落实，制定

实施方案。对外称自己是文化局

负责人，其实对文化政策了解得

不透彻、不到位，对本职工作不在

行，怎么能干好基层文化工作？

对于基层文化工作，不懂装

懂最可怕。俗语说：“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国家利民惠民

的文化政策，归根到底还要落实

到基层，基层文化部门的责任不

可谓不大。尤其近些年，国家从

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出发，在

公共文化服务、文艺创作、产业发

展等方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这些政策的落地需要以基层

干部深刻领会政策精神为前提。

如果搞不清政策出台的背景、意

义，只是盲目地根据既往经验蛮

干，难免会陷入浪费公共资源、

受累不讨好的境地。

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要

做 好 以 下 三 点 ：一 是 提 升 自 觉

性，基层文化干部要强化自身学

习，学政策、学法规、学条例；二

是加强业务考核培训，提高自身

的文化工作水平和能力；三是要

多调研、多走访，在办公室看材

料学到的只是理论，真正的学问

还是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工

作一线。

本报讯 （记者许亚群）9 月 15

日，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 10 周年

纪念活动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

物馆彝伦堂举办。活动表彰了大

讲堂开办以来最受欢迎的 8 名优秀

教师、14 名优秀学员和 11 名优秀管

理者。与会嘉宾从授课、学习、服

务等不同角度回顾了与北京大学

国子监大讲堂一路走来的成长与

收获。

2007 年，北京市东城区委、区

政府与北京大学开展合作，以国子

监 700 多年的太学底蕴为基础，面

向社区居民打造了北京大学国子

监大讲堂。多年来，大讲堂逐步构

建了从国学经典到传统文化，再到

西方经典文化的课程体系，组建了

由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和校外优秀

学者组成的讲师团，推出了系列精

品讲座，内容涉及儒释道理论、孙

子兵法与现代管理、宋明理学等。

主办方同时结集优秀讲义，出版了

《诸子源流》《文苑英华》等国学教

育读本。

自大讲堂启动以来，已面向广

大市民持续开办各类讲座、活动近

200 期，数万人次学员到现场观摩

聆听，10 余万网友以在线形式参与

学 习 互 动 ，取 得 了 广 泛 的 社 会 影

响。此外，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

还围绕北京特色历史文化的主题，

从地理、历史、文化各个角度，为市

民讲解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及文化

特色。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开讲10周年

市民在巩义市东区文化广场参加演出活动

9 月 12 日晚，中国

交响乐团合唱团走进中

国飞航导弹摇篮地——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举

办 了 一 场 大 型 声 乐 专

场音乐会。

混声合唱《中国航

天赞美诗》、歌曲《我爱

你 中 国》、俄 罗 斯 歌 曲

《喀 秋 莎》…… 歌 唱 家

们 用 美 妙 的 歌 声 深 情

歌颂祖国的航天事业，

深 深 感 染 了 现 场 观

众。图为演出现场。

李高阳/图

本报记者 郭人旗/文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期间，集聚全国舞蹈文化资源的

北京市海淀区展区吸引了不少观众。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魏公村，拥有一流的舞蹈院校、院团、剧院和音乐

厅，聚集着舞蹈及相关文化企业 120多家，它还是我国舞蹈用品设计和制作街

区。在北京文博会海淀展区，“遇见 舞蹈”魏公村舞蹈产业联盟主题展涵盖

了艺术创作、舞蹈装备、教育培训、生活服务等内容，完整呈现了舞蹈产业链

链条及生态关系。参展艺术家和单位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中央

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创业孵化园区等机构。本次北京文博

会上，该展区还举办了《舞蹈产业链模型》《舞蹈健康教育公约》《舞蹈服装行

业标准》发布会，《中国古典舞——团扇舞的形成》学术报告，以及部分舞蹈文

化企业的项目路演活动。

图为观众参观“遇见 舞蹈”魏公村舞蹈产业联盟主题展。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