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17年 12月 5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祝 静 公共文化

以扎实基础申报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东莞塘厦：建设打工歌曲创作基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升级
谭志红 江升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那

如何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尤其是如

何为广大打工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文化产品和

服务，切实提高他们的文化获得感，激发他们

参与文化、享受文化、创造文化的激情？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根据辖区“企业多、

外来人口多、音乐创作爱好者多”的实际，以

“原创打工音乐”为突破口，以建设东莞（塘厦）

打工歌曲创作基地为抓手，积极探索打工者文

化服务新路径，走出了一条富有地方特色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路。2017 年 9 月，该项

目成功创建成为广东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项目。在此基础上，塘厦镇着力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再升级，努力创建广东省第二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东莞（塘厦）打工歌曲

创作基地正积极申报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

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进入新时代

塘厦镇位于东莞东南、深圳以北，经济发

展水平位于东莞各镇街前列。一直以来，塘厦

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完善文化阵地、改进服

务方式、增强文化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实现跨越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塘厦镇委书记方灿芬说：“要以超越直接

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待文化。发展文化能提升

城市品位和城市形象，营造出良好的投资人居

环境，进而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入驻，这种附加

值不容忽视。”

经过多年建设，塘厦镇形成了覆盖全面、

全市领先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全镇“十里文

化圈”初步建成。在率先建立的行政文化区，

先后投入 6 亿元建设的广电大楼、城市展示

馆、图书馆、体育馆、演艺馆等文化设施比肩而

立，成为塘厦文化新地标。全镇各社区全面实

现有综合文化活动室、有图书室、有文体广场、

有公共电子阅览室、有一批文化活动和体育健

身器材“五个有”全覆盖，全部建成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大部分社区成立了龙狮麒麟

队、舞蹈队、曲艺社等社区文化队伍和社团，大

多数企业建立了图书室、展览室、健身室、球场

等设施，就近为群众提供服务。

塘厦镇以“惠民、便民、乐民”为宗旨，多渠

道、多方式引导群众利用文化设施。镇级场馆

和各社区图书室、文化活动室全面实现免费开

放，为群众提供多元文化服务。例如，塘厦图

书馆总藏书量 41 万多册，建立了 24 小时自助

图书馆，实现了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全覆盖。

每年举办各类主题活动 100 多场次，年接待读

者 50 多万人次。又如塘厦城市展示馆平均每

年举办各类展览 20 多场，组织各类团体性参

观教育活动 400 多场次，接待观众 20 多万人

次。塘厦演艺馆承办了中国艺术节剧目演出

等全国性文艺活动 8 场次，引进外地团体优秀

节目展演 50 多场次，组织举办全镇大型文艺

活动 200 多场次。全镇每年组织举办文化惠

民活动 700多场次。

文化艺术节、体育节、读书节、旅游文化节……

在塘厦，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文化活动层出

不穷。“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打

工歌曲创作大赛、原创音乐和音乐剧等文化品

牌精彩纷呈。塘厦镇自 2006 年起，策划举办

“越唱越红”农民工歌唱大赛，广受打工者喜

爱。2013年，活动升级为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

化发展中心、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总工会、东

莞市政府主办，东莞市文广新局和塘厦镇政府

共同承办的“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

赛，并被列为 2015 年广东省文化惠民“十件民

生实事”之一，全年举办 120 多场赛事，从镇级

活动上升为省级赛事。12 年来，大赛催生创

作了 5 万多首原创歌曲，极大地丰富了打工者

群体的精神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工歌曲传

播平台。打工歌曲创作大赛从 2004 年起每两

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六届，推出了一批优

秀原创歌曲。基于塘厦镇举办大赛的丰富经

验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音协先后于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在塘厦镇举办全国打工歌

曲创作大赛和全国优秀青年词曲作家高级研

修班，并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农民工歌曲创

作基地”。塘厦镇还建立了东莞（塘厦）音乐剧

创作生产基地，采取“政府扶持、项目办团、企

业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作模式，先

后推出了《爱上邓丽君》《妈妈再爱我一次》等

6部原创音乐剧。

塘厦镇还逐步建立起公共文化服务管理

模式，形成文化人才引进培养的长效机制。

塘厦镇每年投入约 2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

持 8 支麒麟队、醒狮队、舞龙队，投入近 100 万

元用于扶持镇内 11 个文艺协会发展。目前，

镇文广中心拥有干部职工 110 多人，全镇共有

社区文化管理员 20人、文化志愿者 1000多人，

每个社区均组建有 2 支以上的业余文艺团队，

并分别形成了相应的绩效考核制度。

紧随东莞市创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步伐，塘厦镇成功创建为东莞市首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镇，荣获文化部“创新

奖”。塘厦镇文广中心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第五届全国服务农

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获得“广东

省基层宣传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广东省特级

文化站”等多项荣誉。塘厦图书馆被评为广东

省一级图书馆。

基地：以原创打工音乐为特色，
打造优质文化平台

塘厦镇制造业发达，聚集了大量外来人

口。全镇常住人口 48.82 万，其中外来人口数

量 40 多万。这里打工文化氛围浓厚，音乐创

作人才集聚，打工音乐广受欢迎。塘厦镇因势

利导，建立了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

打造公共文化服务优质平台，构建文化繁荣发

展的美好蓝图。

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成立于

2004年，是国内流行音乐史上首个以“打工”为

主题的音乐创作基地。基地以“打工者写、打

工者唱、打工者听”为宗旨，打造了打工歌曲创

作大赛、“越唱越红”农民工歌唱大赛、“同饮一

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等系列惠民品牌活

动，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音乐创作

和演唱人才，创作出一批在全国广具影响力的

原创打工歌曲。

基地成立13年来，硕果累累，屡获殊荣。如

基地选送的原创音乐作品男声小组唱《脚印》荣

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音乐类群星奖，并获得金

钟奖，填补了东莞在金钟奖上的空白。赵建华

创作的原创音乐《百年一梦》获得了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实现了东莞市在该奖项上零的突

破。通过基地举办的活动，一批打工音乐人走

出车间和工厂，不断走向更大的舞台。

塘厦镇委、镇政府把创建省级示范项目作

为中心工作，成立了以镇委副书记、镇长黎雪

琴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定期督

查工作机制，以强有力的举措推动创建工作开

展。2015 年、2016 年，塘厦镇在确保常规文化

惠民项目经费保障的基础上，另行投入示范项

目创建资金 140 万元，完善打工歌曲创作基地

硬件设施。

创建期间，塘厦镇加强与中国音乐家协

会、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等机构

的沟通合作，通过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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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品牌活动，扩大打工音乐的惠民服务面。如每

年举办“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 100

多场赛事，吸引 5000 多人参赛，先后走进广州

南沙、珠海、惠州等打工者集中的城市，受惠群

众近百万人次。

为进一步扩大打工音乐的传播范围，基地

通过在酷狗音乐开辟“打工心曲”专栏、东莞

（塘厦）农民工艺术团“打工歌曲”惠民巡演、打

工题材音乐剧《土豆花开》巡演、《每月一歌》原

创电视 MTV、文化惠民演出等载体，将 150 多

首原创作品投放至网络、推向市场。

两年间，塘厦镇先后邀请徐沛东、韩新安、

车行、向雪怀、房千、杨湘粤等词曲名家开展

“名家培训讲座”“音乐沙龙”等活动 40 多场

次；创新举办“原创音乐追梦榜”音乐评奖活

动，搭建新的音乐创作平台。同时，广泛开展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将公益

文化服务送到基层，让群众直观地欣赏和了解

原创打工音乐。

为促进基地可持续发展，塘厦组建起专家

顾问、创作人才、演唱人才、音乐制作人才 4 支

团队。修订完善《塘厦镇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实

施办法》，初步拟定《塘厦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支持本土文艺作品创作

创编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加强与星海音乐学

院、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等大专院校合作，

提升基地的创作实力和后备力量。

创新：以项目促进全镇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全面提升

9 月 21 日，2017 广东省公共文化研讨会在

佛山市举行，为广东省第一批省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进行授牌、命名，东

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被正式命名为广

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塘厦镇选择建设打工歌曲创作基地非常

有智慧，因为广东省外来务工者极多，打工群

体极具代表性。”东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王旭

辉说，依托“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

等平台，这个项目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且塘厦镇政府保障有力，投入大，成果丰硕，

切实做出了示范。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文

化活动品牌的带动和提升。如何打造一个具

有影响力又深受群众喜欢的公共文化服务品

牌？塘厦镇的创新实践表明，发挥地方优势，

彰显本土特色，是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的一

条易操作、受欢迎、生命力持久的路径。

方灿芬表示，要提升文化发展水平，精品

文化和大众文化一个都不能少，要重视体现文

化的公共性和大众性。“塘厦的现实情况是外

来务工人员多，文化服务要满足基层大众的需

求，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文化平台，推动文化惠

民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他说。

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抓准目标

定位，实现供需对接，提供了深受打工者喜欢

的公共文化服务，在特色文化品牌的打造上形

成了示范。基地精心策划的各项活动，均是以

打工者的需要为出发点，以打工者获得文化的

欢乐和享受为目标，让打工者真正成为城市文

化舞台的主角。

基地积极利用媒体，创新传播方式，在文

化品牌的传播推广上形成示范。基地利用报

纸、电视、宣传栏发布活动信息，每月制作一期

《每月一歌》原创电视 MTV 在塘厦电视台、户

外 LED 显示屏等媒介播放；与酷狗音乐网合

作，为打工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参与通道。

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要求创作

人员以精品说话，发出打工者的声音，融入塘

厦精神、塘厦品质，在文艺精品的生产上形成

示范。基地通过建立多个原创音乐创作平台，

定期组织举办系列文化活动，使“原创打工歌

曲”成为亮点。基地成员每年创作音乐作品

500 多首，从各种平台收集原创作品 1000 多

首，丰富了打工群体的业余文化生活。

塘厦镇以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

建设带动全镇文化设施的效能提升，以基地活

动带动全镇公共文化活动常态开展，以基地团

队带动全镇文化社团蓬勃发展，大力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获得了

“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品牌”、文化部群星

奖、广东省“特色文化品牌”及“全省群众性文

化活动优秀品牌”等荣誉称号，成为全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排头兵，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形

成了较强的影响力。

提升：五大工程打造公共文化
服务“塘厦模式”

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塘厦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征程上努力奔跑。

从东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镇到广东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从广东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项目，塘厦镇自加压力，砥砺前行，让公共

文化服务的阳光照亮每一寸土地。当前，塘厦

镇正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努力肩负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实行省级示范区和国家级示

范项目同建同创，为建设东莞东南临深片区中

心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塘厦镇从 2017 年起投入 500 多万元，着力

实施公共文化设施脉络疏通、打工文化品牌深

化、打工精神传播推广、打工歌曲创作培训、公

共文化制度建设五大工程，以小拉大，以点带

面，以国家级示范项目的建设促进塘厦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全面提升，深入探索公共文化服

务的“塘厦模式”。

塘 厦 镇 将 实 施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脉 络 疏 通

工程，优化完善现有设施的服务效能，进一

步提高场馆利用率， 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上形成示范。以塘厦图书馆为例，该馆

将通过增加人均藏书量、完善总分馆体系、

建设音乐特色图书馆、建设数字文化馆、举

办“读书节”系列活动等措施，建设成为东莞

东南临深片区中心图书馆。为了零距离向

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塘厦镇

将探索基层文化服务新模式，在住宅小区、

工 业 园 区 、居 民 社 区 建 设 智 能 文 化 服 务 驿

站，补充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功

能，延伸塘厦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功能，像神

经元细胞一样深入基层。

为了在文化活动打造上形成示范，塘厦镇

将实施打工文化品牌深化工程。通过举办全

国打工歌曲创作大赛、“同饮一江水”广东打

工者歌唱大赛、中国（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大

赛等文化品牌活动，示范带动其他地区提供

更多惠民服务。塘厦镇将定期举办大型旅游

文 化 节 、体 育 节 或 文 化 艺 术 节 ，为 基 层“ 供

血”。同时，将利用各文艺协会组成“文化专

业服务队”，开展免费送文化下基层活动，重

点做好对打工者的文化服务，提升基层“造血”

能力。

塘厦还将实施打工精神传播推广工程，在

文化导向引领上形成示范。在塘厦演艺馆三

楼建设“打工歌曲体验馆”，建成线上线下、互

联互通的打工歌曲互动体验空间。通过与专

业音乐网络传播平台展开深度合作，强化新媒

体的音乐传播平台。同时开展“打工歌曲”下

乡进厂公益惠民巡演、原创“打工音乐剧”巡

演、拍摄制作“打工 MV”，让原创打工歌曲广

为传唱、深入人心。

为了在文化人才集聚上形成示范，塘厦将

深入实施打工歌曲创作培训工程。一方面，联

合中国音乐家协会继续举办全国优秀青年词

曲作家高级研修班，通过专家讲座、交流访学、

实地采风等形式，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特色鲜

明的青年音乐人才创作队伍；另一方面，邀请

国内外著名音乐家、词曲作家定期开展“名家

培训讲座”“音乐沙龙”等活动，提高词曲家协

会会员创作水平。

塘厦镇将实施公共文化制度建设工程，在

公共文化服务长效机制上形成示范。塘厦镇

将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地方政府重

要议事日程，成立“塘厦镇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构建镇、社

区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机制，研究

制定优秀音乐创作、演唱人才入户东莞、子女

入学的优惠政策。

此外，塘厦镇还将围绕近年来在公共文化

服务方面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开展以“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为主题的课题研究，制定出

具有塘厦特色的体系化、标准化、理论化、制度

化、可操作、可评价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机制

方案和理论成果，为其他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提供经验示范。

“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活动被文化部评为“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品牌”“全国

优秀文化馆（站）群众文化品牌”，获得了文化部项目类群星奖、广东省“特色文化品牌”“全省群

众性文化活动优秀品牌”等荣誉称号。

原创音乐剧《爱上邓丽君》荣获了第五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DIMF 特别大奖”及广东省

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等 10多项大奖。

原创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先后荣获第八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最高奖——评委会大

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广东省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等殊荣。

原创音乐作品《百年一梦》《土豆花开》《脚印》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音乐金钟奖

及群星奖等多个国家级奖项。

塘厦镇按标准建成了 22 个文体广场、21 个主题公园、21 个社区图书室、14 个社区博物馆

（展览馆）。文化设施占地面积近 59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39万平方米。

塘厦镇推出“越唱越红”农民工歌唱大赛并成功举办了 10 年，每年持续 8 个月、举办比赛

60场次以上，深入东莞市 32个镇街举办系列活动 400场次，直接受惠人数近 300万人次。2013

年该活动升格为“同饮一江水”广东打工者歌唱大赛，并于近几年持续开展，至今共举办近 500

场赛事，吸引 2万多人参加，受惠群众达 500多万人次。

截至 2016 年底，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的成员创作了各类音乐作品 3000 多首，出

版专辑 16 张，在国家级音乐专业刊物发表 120 多首，在省级刊物发表 230 多首；15 首音乐作品

获国家级奖项，30多首音乐作品获省级奖项。

【数说塘厦】 【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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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 东莞（塘厦）打工歌曲创作基地建成了录音棚等硬件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