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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工作 主动作为

苍南：在建设浙江“美丽南大门”中突出文化担当
马鹿乐 赵蓓蕾

苍南县位于浙江省最南端，1981年 6月建县，隶属温州市。2016年底，中国共产党苍南县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十三五”期间苍南“1+5”的发展目标定位：“1”是指

苍南要建设成为浙江“美丽南大门”的战略目标；而“5”就是指五大具体目标定位——第一个目标是打造温州大都市区南部第一副中心，第二个目标是打造浙闽省界交

通枢纽，第三个目标是打造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基地，第四个目标是打造浙江山海生态旅游目的地，第五个目标是打造浙江接闽连台先行区。对此，苍南县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主动服务中心工作，对照上级部门要求，加强文化建设，有效促进了文化融入民生、文化优化环境、文化提升品质、文化维护稳定、文化推动发展。

12 月 11 日晚，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埔坪

村热闹非凡。苍南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文艺宣传巡演队伍来到这里，《行行出状元》

《不忘初心》等节目一经亮相，就赢得了在场近

千名观众的掌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给文化工作者

指出了工作的新方向。苍南县高度重视公共

文化的“公共”属性，强化保障，突出服务，始

终向基层延伸，与群众贴近，以实干促建设，

以担当抓落实。今年以来，苍南县围绕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传、浙江省第十四次

党代会精神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节庆

慰问等中心工作，组织开展“送演出下乡”453

场次。各类文化活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苍南

文化形象，丰富着市民精神生活，提升着广大

群众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

加强阵地建设 公共文化有氛围

今年以来，苍南县把让办事群众“最多跑

一次”作为深化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全市、全省率先推进“四个一”工程——“一

站式导引”“一库共享”“一网通办”“一端服

务”。苍南县行政审批中心大厅作为温州市

唯一的典型案例入选了第二届全国行政服务

大厅典型案例评比。在这个服务大厅里，有

一个苍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投入并建设

的 “文化书屋”。来到这里的人，可以在一

个温馨而舒适的环境里进行阅读。在苍南

县，“把书屋做到群众身边”已经成了社会共

识，苍南县委书记黄荣定提出：“泱泱苍南，

多一座酒楼不会增添其富庶，而多一座书屋

则可以展现出她卓尔不群的气质。”2017 年，

苍南县内几座各具特色的书屋相继揭幕：位

于县城中心湖畔的苍南城市文化客厅，位于

该县矾山镇、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

奖 获 得 者 、作 家 黄 传 会 命 名 的“ 黄 传 会 书

屋”，位于该县龙港镇鉴后西村文化礼堂的

“乡愁书屋”，位于钱库镇项东村民间博物馆

旁的“江南书屋”……就连该县即将投入使用

的新人民医院内，也为就医、陪护的患者及其

家属准备了一座“爱心书屋”。

2015 年，苍南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

见》，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如

今，以共建共享为发展理念，苍南县乡镇、社

区（村）文化设施建设稳步推进，2 座“百姓书

屋”、19 座乡镇图书分馆、33 座精品农家书屋

纷纷建设完成，全县各类社区（村）文化活动

场所达 700 多个，基本实现社区文体中心和

农村文化活动室的全覆盖。

2017 年，苍南县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

县内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开展暗访，并结合

日常工作对各乡镇的公共文化工作开展考

核。现在全县各乡镇你追我赶，齐头并进，重

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氛围日渐浓厚。2017 年

12 月，苍南县政协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关

于建设苍南大剧院的建议》，该县的文化硬件

设施有望再次踏上新台阶。

引入高雅艺术 提升城镇文化品位

“没想到交响乐这么好听、好玩！”今年 9

月 11 日晚，浙江交响乐团来到苍南，为当地

群众带来了高雅艺术体验。为充分体现尊师

重教，苍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用心谋划，

邀请高雅艺术团队，举办“献给最美的你”庆

祝教师节交响音乐会。当天一共有 3000 多

名观众通过抢票获得免费现场观看的机会，

音乐会结束后，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不断，表

达了对艺术家精彩演出的感谢。

苍南群众热爱高雅艺术早已形成风尚。

2016年，苍南县以众筹模式举办了新春交响乐

音乐会——当年 12 月 18 日晚，当地 184 位音

乐爱好者筹集了 4.22 万元邀请温州城交交响

乐团专场演绎经典曲目，让所有众筹人在“家

门口”共享了一场属于自己的交响音乐会。

2017 年，苍南县文化馆因势利导，引入了

民族管弦乐、话剧、舞蹈专场等高雅艺术进入

当地“周末剧场”12 场。当地文化爱好者通

过 关 注 官 方 微 信 号 ，线 上 抢 票 ，线 下 兑 票 ，

借助互联网工具快捷、便利地享受到了文化

大餐。2017 年 7 月，由浙江话剧团制作的儿

童 音 乐 剧《皇 帝 的 新 衣》来 到 苍 南 ，通 过 微

信 发 布 的 座 位 在 30 分 钟 内 全 部 被 抢 光 ，不

得不临时加演一场，而加演信息甫一发布，

座位在 45 分钟内又再次被抢光。以往在大

城市才能享受的高雅艺术，现在在家门口就

能观赏到，极大地满足了群众对高雅艺术的

需求。

据统计，截至目前，苍南县 2017 年共计

有 2 万人次群众“零距离”接触到了高雅艺

术，10 万人次享受到了文化惠民演出。

丰富文化产品 提升文化影响力

2012 年 ，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的“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为 指 引 ，苍 南 县 矾

山 镇 确 立 了“ 旅 游 兴 镇 ”的 发 展 思 路 。 县

级 文 化 部 门 主 动 送 服 务 上 门 ，协 助 该 镇 全

力 保 护 修 缮 文 化 遗 产 。 2016 年 9 月 ，为 表

彰 当 地 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上 的 出 色 成 绩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向 该 镇 颁 发 了“ 亚 太 地 区

文化遗产保护奖”。

苍 南 县 积 极 探 索 文 化 产 品 的 供 给 侧 改

革 ，借 助 苍 南 县 打 造 浙 江 山 海 生 态 旅 游 目

的 地 的 契 机 ，充 分 利 用 旅 游 推 介 会 平 台 ，

以 畲 族 歌 舞 表 演 、国 家 非 遗 项 目 道 教 音 乐

等演出向外展示苍南文化。

文化要发展、要传承，离不开产业作支

撑 。 以 矾 塑 、畲 族 刺 绣 、鹤 顶 山 老 土 茶 、桥

墩 月 饼 、夹 缬 等 当 地 文 化 元 素 为 卖 点 的 新

兴旅游文化衍生品广受市场好评。当地以

传 统 产 业 包 装 印 刷 、台 历 挂 历 、文 具 礼 品

为 主 的 文 化 产 业 ，多 年 来 实 现 年 均 工 业 总

产 值 100 亿 元 以 上 ，成 为 苍 南 的 一 大 支 柱

产 业 。 2016 年 ，全 县 文 化 产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37.6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8.2%，约占全市文

化产业增加值比重的 1/4。

2017 年 6 月 ，《苍 南 县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推

动 文 化 产 业 加 快 发 展 的 扶 持 意 见》正 式 施

行 ，明 确 加 大 财 政 对 文 化 产 业 的 扶 持 力

度 ，支 持 组 建 县 级 文 化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鼓

励 社 会 资 本 参 与 ，逐 步 扩 大 基 金 规 模 ，探

索 建 立 文 化 产 业 投 融 资 体 系 ，拓 宽 投 融 资

渠 道 ，引 导 带 动 金 融 资 本 和 其 他 社 会 资 本

投 入 文 化 产 业 ，从 而 为 大 力 推 进 苍 南 文 化

强 县 建 设 、推 动 全 县 文 化 产 业 加 快 发 展 贡

献力量。

文化品牌输出 打造浙江“美丽南大门”

2016 年 8 月，坐落在江苏苏州城隍庙的

“ 半 书 房 ”开 门 迎 客 ，为 当 地 文 化 爱 好 者 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这是苍南文化品

牌“半书房”的首家异地分店。2017 年 8 月，

位 于 温 州 市 区 楠 溪 江 路 的“ 半 书 房 ”揭 牌 ，

繁忙的温州城又多了一处心灵休憩场所，标

志着苍南县“文化输出”再度受到各界的认

可与好评。

近年来，在开发挖掘发展当地文化的过

程 中 ，苍 南 人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实 现 了“ 浓 郁

文 化 氛 围 ”与“ 文 化 品 牌 建 设 ”的 统 一 。 以

“ 半 书 房 ”品 牌 为 例 ，它 已 成 为 对 外 展 示 苍

南形象的文化新名片。

据 苍 南 县 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局 的 工 作

人员介绍，苍南县结合当地地域特点，以挖

掘乡土文化资源为抓手，积极打造全县文化

艺术节、地方民俗文化节、社区文化节等文化

品牌活动，文化品牌工程建设取得新成果。

今年，苍南县获得“‘民间八仙戏’省传统戏

剧特色县”称号，加上之前已经获得的“‘提

线木偶戏’省传统戏剧特色 县 ”称 号 以 及 该

县 灵 溪 镇 被 评 为“‘ 单 档 布 袋 戏 ’省 传 统 戏

剧特色镇”，该县已获得 3 项荣誉称号。

文化是民族之根、城市之魂，是衡量一

个地区实力的重要标志。在今年 8 月 2 日拉

开帷幕的苍南县第八届文化艺术节上，充满

苍南特色元素的文化，充分满足了苍南县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苍南的发展凝聚了更

强大的精神力量，进一步推进了苍南县文化

事业的繁荣兴盛。

两 年 一 届 的 苍 南 县 文 化 艺 术 节 已 经 成

功举办 8 届，其以广泛的市民参与度、深远

的 传 播 影 响 力 ，成 为 苍 南 县 文 化 品 牌 的

一 张 金 名 片 ，助 推 了 苍 南“ 文 化 强 县 ”建

设 。 除 县 域 文 化 品 牌 外 ，苍 南 各 乡 镇 以

“ 节 ”“ 会 ”为 龙 头 ，举 办 特 色 节 庆 文 化 活

动 ，着 力 打 造 镇 域 文 化 品 牌 。 浙 闽 边 贸 文

化 节 、中 国（金 乡）台 挂 历 展 销 会 、中 国（龙

港）印 刷·礼 品 文 化 节 、五 凤 开 茶 节 、舥 艚

开 渔 节 、马 站 四 季 柚 采 摘 节 、矾 山 明 矾 节 、

炎亭海鲜美食文化节等地方节庆群众文化

活动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地方文化活

动 品 牌 ，不 仅 提 升 了 地 方 的 文 化 品 位 ，更

推 动 了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 目 前 ，苍 南

县 文 化 品 牌 的 辐 射 影 响 力 和 区 域 文 化 特

色 推 动 力 逐 年 提 升 ，文 化 产 品供给逐年增

加，满足了群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成为全

县经济文化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持 ，在 更 大 范 围

内 彰 显 诠 释 出 自 信 、创 新 、充 满 活 力 的 苍

南气质。

苍南县庆祝教师节交响音乐会 黄寿万 摄 苍南县第八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文艺晚会 黄寿万 摄

苍南县“周末剧场”2017年演出剧照 黄寿万 摄

12月11日，“苍南县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巡回演出”矾山镇埔坪村演出现场。 姚仁磊 摄

苍南县行政审批中心“文化书屋”

苏州“半书房”揭牌仪式

矾山镇福德湾“黄传会书屋”揭牌仪式 蔡祖喜 摄

苍南县第六届社区排舞大赛《天使的翅膀》

黄寿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