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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汇区：

以“三室艺厅”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黄艺芹 本报记者 洪伟成

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4608

本报讯 （驻 四 川 记 者 付 远

书）6月 21日，由世界文化名城论坛

组委会与成都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8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

坛”在四川成都开幕。

论坛上，来自 22个国家的 22个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市携手

发布了《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

论坛成都共识》；世界文化名城论

坛组委会发布了首个“一带一路”

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研究报告；成都

传媒集团与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签

署了《“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

心 落 户 成 都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同

时，论坛确定，“一带一路”世界文

化名城中心落户成都。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成果丰硕文 化 点 石 成 金
——四川省青川县石坝乡文化扶贫纪实

曹晓平 本报实习记者 赵若姝

6 月 23 日，“芳邻课堂——立规

矩、非小事”沙龙活动在上海徐汇区

长桥街道中海瀛台小区拾贝湾图书

室举行，家长们围坐在一起，在主讲

老 师 的 带 领 下 展 开 热 烈 讨 论 ；图 书

室 的 另 一 隅 ，孩 子 们 沉 浸 在 绘 本 的

世界里，时而静静看书，时而和其他

人分享故事……这是徐汇区创新公

共文化服务建成“三室艺厅”后的一

幕情景。

徐汇区是上海市首个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了巩固示

范区创建成果，让公共文化设施更贴

近社区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社

区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2013 年，徐

汇区创新打造充满活力、内容多元的

特色居委会综合文化活动室——“三

室艺厅”，即“数字电影室”“自助图书

室”“艺术辅导室”和“文艺展示厅”。

从最初的 20 家试点至今，徐汇区已建

成“三室艺厅”211 家，为全区群众打

造了功能齐全的“文化会客厅”。

如今，每逢周三晚上，当人们走

进徐家汇街道柿子湾居委会的“三室

艺厅”，悠扬的歌声总能让听者感受

到活力——柿子湾品牌文艺团队金

柿子合唱队的叔叔阿姨正在排练。

金柿子合唱队成立于 2009 年，由

柿 子 湾 社 区 热 爱 音 乐 的 志 愿 者 组

成 。 多 年 来 ，金 柿 子 合 唱 队 以 乐 会

友，不仅自娱自乐，还频频登上当地

百姓舞台。按照队员们的说法，合唱

队能走到今天，除了大家对合唱艺术

的热爱和坚持外，“三室艺厅”也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据柿子湾居委

会文教干部丁培茹介绍，当地原来的

活动室设施老旧，早已无法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于是，居

委会着手改善活动室的设施条件，积

极打造最美“三室艺厅”。如今的柿

子湾文化活动室，不仅可以容纳群众

听报告、看电影，还能让家长带着小

朋友参加亲子活动；同时，当地朗诵

队、合唱队、舞蹈队等 9 个固定群文团

队也积极利用这里开展排练。

“‘三室艺厅’有效解决了群文活

动的场地问题，也让大家的排练更有规

律。以往，群文团队经常因为活动场所

犯愁，还不时因为发生扰民事件受到居

民投诉。如今有了‘三室艺厅’，这些

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丁培茹说，“在

打造柿子湾的‘三室艺厅’时，考虑到

降低噪音，我们还采用了隔音玻璃，

让部分居民在自娱自乐的同时，不影

响他人的清静。”

上海这座漂亮的国际化大都市，

离不开外来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徐

汇区同样集聚着不少外来建设者，如

何让他们在此找到归属感？借助“三

室艺厅”这一文化阵地，徐汇区有效

提升了城区的温度。

中海瀛台小区有超过一半住户

为外地来沪人员。“由于来自不同的

地区，居民之间互不相识，所以在以

前 ，小 区 住 户 之 间 几 乎 没 有 什 么 走

动。”中海瀛台小区居委会党支部书

记陈惠瑾介绍，那时候小区如果遇到

要开展节庆合唱活动，连一支合唱团

队都凑不出来。 如今，随着“三室艺

厅”落成，整个小区的群文活动愈发

活跃。“文化的力量真是令人惊讶。

大家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相互

熟 识 起 来 ，小 区 的 人 情 味 也 越 来 越

浓。”陈惠瑾说。

和中海瀛台小区一样，枫林街道

徐汇苑小区也有不少外来人员，日本

籍居民山田女士便是其中一位。一

开始，山田也难以在小区里找到归属

感，然而，在“三室艺厅”开展的一连

串活动的吸引下，她也尝试着参与其

中，最终慢慢地融入了这里。同时，

在享受群文活动带来的乐趣时，山田

也时常问自己：“我能回馈小区什么

呢？”想到上海出境旅游日趋火爆，山

田便主动找到居委会，申请为小区居

民开设日语班。就这样，日语班诞生

了，后来在徐汇区颇有名气。徐汇苑

居委党支部书记王诤说：“很多人同

山田一样，在群文活动中找到了小区

的温度，也激活了自己的文艺细胞，

让我们的‘三室艺厅’内容越来越丰

富，越来越精彩。”

每个社区的居委会文化活动室

是离市民最近的群文活动阵地。为

了让“三室艺厅”的文化活动空间有

更多优质文化内容填充，徐汇区文化

局除了培育和扶 持 基 层 文 化 团 队 、

打 造 文 化 活 动 项 目 外 ，还 开 辟 了 公

共 文 化 配 送 四 级 通 道 ，让 各 类 优 质

文 艺 演 出 走 进 百 姓 家 。 据 了 解 ，如

今 ，徐 汇 区 居 民 从 区 级 公 共 文 化 配

送平台直接点单、配送的项目，已超

过 全 区 公 共 文 化 配 送 项 目 的 30% 。

同时，徐汇区每年通过居委会申报、

街 道 推 荐 、平 时 沟 通 反 馈 和 第 三 方

公 司 调 研 后 评 出 的 最 美“ 三 室 艺

厅”，还能获得额外的公共文化配送

额度。一位居民表示：“‘三室艺厅’

不 仅 提 高 了 生 活 品 质 ，家 门 口 的 高

品质文化演出也提升了大家的文化

素 养 ，我 们 徐 汇 区 群 众 的 幸 福 指 数

正在不断攀升！”

“哟呵呵，上坡坡，你浇水来我挖窝，

茶苗苗长得好嘞，三江幸福多……”

仲夏时节，四川省青川县石坝乡

三江村茶山生机盎然。千亩茶园里，

村民们唱着当地民歌，在生态有机茶

合作社理事长王文锦的带领下，施肥除

草，栽种茶苗，忙得不亦乐乎。“引进的新

品种，产量高出三成，政府大力支持我

们，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望着绿油

油的茶树，王文锦自豪地说。

石坝乡距青川县城 59 公里，是青

川十大特困乡之一，截至 2014 年，全

乡 7个村中有 3个是贫困村，共有贫困

户 228 户、贫困人口 629 人。近年来，

为实现脱贫奔小康，石坝乡坚持“扶

贫先扶志，扶志先治愚”，以文化扶贫

为突破口，精准施策，实干巧干。3 年

间，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民俗文化固本培元

生动活泼的民俗风情墙画、造型

优美的茶楼门庭、充满乡土气息的农

耕文化展示……走进石坝乡三江村，

集传统农耕文化展览体验、文化活动、

农民夜校、图书阅览为一体的综合文

化中心让人眼前一亮。

三江村综合文化中心建筑面积

260 平方米，为全木吊脚楼，门窗点缀

复古雕花，呈现出传统的川北民居风

格。图书室、农耕文化展示厅、茶文

化展示厅成为群众文化娱乐、学习培

训的绝佳场所。

三江村是石坝乡文化扶贫的一

个缩影。石坝乡党委书记刘君祥介

绍，近年来，石坝乡不断加大文化投入

力度，以“文化育民”为脱贫摘帽打下坚

实基础。如今，在石坝乡，村村都建起

了党建文化长廊、文化院坝、图书室、宣

传栏。脱贫摘帽的三江村、八一村还

各自建成了综合文化中心和极具特色

的文化院坝，其中图书、乐器、音响、相

机等配备齐全。

围绕当地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

石 坝 乡 还 积 极 打 造 农 户 庭 院 文 化 。

如今，新的乡规民约妇孺皆知，群众

由“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孝

老敬老、好公婆、好儿媳、好党员、文

明户评选活动丰富多彩，“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

风气”已从梦想变成现实。

感恩文化强筋壮骨

在四川地震灾区，10 年前的那场

浩劫强化了当地特有的感恩文化，石

坝乡也不例外。“5·12”大地震后，浙江

省丽水市负责援建石坝乡，援建人员

和石坝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甚至把

石坝乡认作第二故乡。从 2014 年至

今，丽水市每年仍向石坝乡捐赠20万元

帮扶资金，助推石坝脱贫攻坚。在丽水

市的长效帮扶下，石坝人感恩奋进，“脱

贫致富无懒汉，自己的事主动干”的新风

气、新行为、新形象日渐形成。

三江村 50 多岁的单身汉陈自发

“因懒致贫”。近些年，受感恩文化触

动 的 陈 自 发 主 动 到 当 地 茶 园 干 活 。

为了“住上好房子”，他还将旧房改建

一新，并在二楼建了一个小茶楼，取

名“八戒茶楼”，告诫自己不要像猪八

戒那样好吃懒做。

同在三江村的残障人士王俊邦，

在家中的 8 亩闲置土地上发展茶叶种

植，农闲时节还到三江村茶园务工，今

年收入达 6000多元。王俊邦说：“浙江

人民帮助我们建设家园，一如既往地

支持我们脱贫奔小康，我们不仅要常

怀感恩之心，更应该主动作为，不等不

靠，将这份恩情化作脱贫的力量，努力

实干，早日致富奔小康。”

文化润无声，催人齐奋进。类似

的故事在石坝乡不胜枚举。据了解，

2017 年石坝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10100

元，同比增长 13%，创历史新高。

生态文化乐民富民

漫步石坝，幢幢新居矗立在青山

下绿水畔，一条条硬化公路在山间蜿

蜒盘旋。事实上，以前的石坝乡不是

此番面貌——石坝境内山高坡陡、沟

壑纵横，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地质灾

害频发。近年来，石坝乡实施生态扶

贫，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全乡多个村的主要河道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得到彻底治理，产业发展和

地 质 治 理 相 得 益 彰 ；安 置 小 区 建 设

“减少硬化、增加绿化”，尽最大可能

恢复生态系统，春暖花开时，一片姹

紫嫣红。

绿水青山也为石坝人带来了金

山银山。“我们的毛兔、獭兔、银杏、核

桃、黑木耳产业大发展，人均纯收入

超过 5000 元。”说起当地的产业，石坝

乡五一村村支书王芳如数家珍。采取

“公司+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农户”的发

展模式，石坝乡脱贫攻坚的步伐稳步迈

进。除了五一村生态休闲旅游园，三江

村生态茶叶种植园、八一村中药材产业

园、中心村生态养殖园也初具规模。

三江村的老党员雷明德将家中

的 12 亩闲置土地全部入股到集茶叶

生产、乡村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

三江村千亩生态茶业园区。前 5 年每

亩每年保底收入 120元，待 5年后茶叶

投产，每亩每年保底收入 520 元，今年

仅土地入股资金收入就有 1440元。

“如今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既照

顾了家人又能挣钱。我今年已经在

茶园里挣了 7000 多元，眼看脱贫奔小

康的梦想就要实现了。”40 多岁的三

江村村民董桂兰说。

本报讯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

八里店乡的十里河文化馆近日开馆。

十里河村地处北京东南，自明

代以来，这里留下了一大批文人墨

客的足迹和书画作品。十里河文

化馆在十里河画院基础上修建而

成，画院聚集了一批知名书画家，

收藏了一大批近现代书画家的优

秀作品，由画院改建为文化馆后，

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十里河打造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片。

（王连文）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日

前，山东省文化厅、省扶贫办印发

《山东省“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

振兴”工程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山东非遗助力脱贫

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非遗保

护传承合理利用的良性运行机制不

断建立和完善，“非遗企业+基地+

农户”的模式基本成熟并不断拓展；

非遗项目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非

遗成为部分贫困地区的重要致富项

目，贫困地区依靠非遗实现就业增

收的人口不断增长；全省涌现出一

大批非遗助力精准脱贫、推动乡村

振兴示范镇、示范村，全省非遗助力

脱贫、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不断迈向

深入。

为达到上述目标，山东将加强

贫 困 地 区 非 遗 资 源 普 查 ，摸 清 底

数。同时，以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为基础，建立山东省传

统工艺振兴目录；重点支持贫困地

区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和生产规模、

发展前景、有助于带动就业的传统

工艺项目；支持各地文化部门组织

高校、企业或研究机构，深入挖掘整

理贫困地区传统工艺项目的传统样

式、图案、工艺、文化内涵。

方案还明确，山东未来将鼓励

和引导现代设计企业、文化创意机

构走进贫困地区，与当地非遗企业、

家庭作坊建立“一对一”“多对一”合

作关系，提高其审美意识、设计理念

和经营模式，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发

展；对非遗项目集中的贫困地区乡

镇、街道和村落（社区）实施整体性

保护，保护非遗相关的文化空间和

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

本报讯 （驻 河 南 记 者 张 莹

莹）近日，河南省文化厅微信公众

号正式上线。

作为宣传推广河南文化的官

方平台，河南省文化厅微信公众号

旨在推行“网上微政务”，通过权威

解读文化政策，展示河南文化发展

成果，畅通文化互动交流渠道，发

布文化惠民信息，打通政务信息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河南文化

资讯的权威发布平台、文化惠民信

息的提供平台以及方便群众办事

的网上平台。

据介绍，河南省文化厅微信公

众号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内容，分别

是“要办事儿”“咱河南”“热门演

出 ”。“ 要 办 事 儿 ”主 要 体 现 政 务

职 能 ，进 行 在 线 办 事 与 政 务 公

开 ；“咱 河 南 ”主 要 是 各 种 文 化 新

闻 、资 讯 、政 策 类 栏 目 ，有“ 文 化

要 闻 ”“ 公 告 公 示 ”“ 工 作 动 态 ”3

个 子 菜 单 ；“热 门 演 出 ”则 提 供 最

新 演 出 信 息 、抢 票 报 名 通 道 、快

捷购票服务等。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炜）6月

23 日，“在时代的现场”当代文艺评

论苏州论坛在江苏苏州举行。

论坛以文艺界广为关注的“文

艺批评的批评”为切入点，研讨当

下文艺评论发展的热点话题，来自

全国各地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

活动。

当代文艺评论苏州论坛由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苏省文联、苏

州市委宣传部和苏州大学主办，今年

为首次举办，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

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路侃、毛时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院长陆绍阳等发表主旨演

讲。除主要研讨活动外，论坛还举

行 了 美 术 圆 桌 论 坛 、影 视 圆 桌 论

坛、戏剧圆桌论坛 3 场子活动，与会

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时代主旋律、主

题创作与文艺评论”“当代中国的影

像书写与文艺评论”“中国昆曲现

状、态势和评论”展开讨论交流。

近年来，苏州围绕文化强市目

标 ，紧 紧 抓 住 文 艺 发 展 繁 荣 的 契

机，重点做好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

工作。2015 年，苏州入选全国首批

“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并依托这一

国家级平台，先后组织承办了第九

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暨第

七届当代文艺论坛、中国美术苏州

圆桌会议、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骨

干专题研讨班、2017 当代书法批评

苏州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同时，苏州

还组织评选“苏州文学艺术奖”“金

圣叹文艺评论奖”，为推出优秀文艺

评论作品和优秀评论人才做出积极

探索。

6 月 12 日至 24 日，由湖南省文化厅主办、湖南省文化馆承办的湖南省文

艺轻骑队“精准扶贫”优秀文艺作品巡演走进怀化市会同县、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花垣县以及永州市零陵区等贫困地区，用舞蹈、歌曲、相声、小品等宣

传党的政策，鼓励当地群众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

本次巡演，湖南省文化厅精心挑选了一批以基层精准扶贫为题材的优秀

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或反映党的惠民政策，或以扶贫典型人物和事迹为原型，

或呈现当下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美好画卷，受到人们欢迎。

图为湖南省文艺轻骑队在怀化市会同县雪峰村冒雨为群众演出。

贾 艳/摄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文

山东公布非遗助力脱贫“路线图”

北京十里河文化馆开馆

河南省文化厅微信公众号上线

当代文艺评论苏州论坛举行

6 月 24 日，以“再生与艺术”为

主题的首届“西安·大风尚再生艺

术节”在陕西西安长安区杜陵遗址

生态公园举行。活动展示了以废

弃工业零件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

品，旨在唤起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图为活动中的部分展品。

本报驻陕西记者 任学武 摄影报道

三江村村民参加脱贫攻坚知识竞赛 青川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