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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

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常常对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

一些人或事有些自己的感悟，

我们陆续以“随手拍+短评”的

形式记录馆员们的工作生活

和内心世界。
栏目投稿邮箱：ggwhzk@163.com

皮新根（江西省新余市图书馆）

我馆日前举办了一场《好饿的小蛇》绘本故事分享

会，分享会上有生动的绘本演绎，老师还带着孩子们听

音乐猜歌名，做起了互动小游戏，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张 鹏（国家图书馆）

“入木三分——田家青著作和作品手稿展”近日在

我馆举办。这是一场有意思的展览，展现了木作艺术

家田家青的意趣人生。

万众“艺”心 互补联团
——浙江温州瓯海广场文化节激发基层活力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山东省图书馆“馆员论坛”开讲

广西：目光向下推动农村文化建设
宾 阳

广 西 是 典 型 的 老 、少 、边 、穷 省

区，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扶贫攻坚

和农村建设任务繁重。近年来，广西

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当

中，目光向下，在“改变农村面貌、开

展文化扶贫和重建农民自信”上下功

夫 ，为 乡 村 振 兴 打 开 了 文 化“ 三 重

门”，开创了新时代基层文化工作的

崭新局面。

公共文化服务促乡村换新颜

球场上小伙子龙腾虎跃，农家书

屋里村民捧书阅读，舞台上村民们随

着欢快的乐曲翩翩起舞……初冬南

国秋意浓，每到傍晚，广西来宾市兴

宾区桥巩镇葵花村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文化建

设增添了快乐，村里人一天比一天开

心。”葵花村支书覃汉丽说，以前村里

人是“早上听鸟叫，白天听狗叫，晚上

听虫叫”，现在是“健身忙，学习忙，跳

舞忙”，这都得益于近年来市里文化

惠民工程的建设。

近年来，来宾市整合文体教卫等

十几个部门的资源 下 移 基 层 ，实 施

“求知、求技、求乐”文化惠民工程，

以“一个戏台、一个篮球场、一栋综

合 文 化 楼 、一 支 文 艺 队 、一 支 篮 球

队”为标准，先后建成 807 个村级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实现了行政村（社

区）全覆盖。2013 年，来宾市成功创

建 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使该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再

上新台阶。

“ 村 级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成 了

‘永不落幕的舞台’，农村社会治安、

邻里关系和村容村貌明显改善。”来

宾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杨春

阳说，去年，全市村级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开展文艺演出 1 万余场、球赛 5

万余场，电影下乡 1.9 万余场，开展各

类文艺培训 2 万余场，服务群众 200

余万人次。近年来，在文化发展带动

下，来宾农村的整体面貌明显改善，

往年的社会管理“后进”如今变成了

“先进”。

来 宾 的 变 化 只 是 广 西 基 层 公

共 文 化建设的缩影。近年来，广西

在全区推广“来宾模式”，并将此列

入自治区各级政府“十三五”文化惠

民工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公共文化处副处长熊健厚介绍，截至

今 年 10 月 ，自 治 区 财 政 累 计 投 入

24.31 亿元，建设 11522 个村级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覆盖广西 80%的行政村，

走在了全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的前列。

“村道绿了，村居整洁了，笑声多

了。”覃汉丽说，如今，乡村旧貌换了

新颜。

非遗保护与脱贫致富双赢

11 月 16 日，广西桂中山歌文化旅

游联合体在忻城县薰衣草庄园揭牌

成立。忻城、宜州等桂中地区 7 个县

通过山歌文化“搭台唱戏”，将各地文

化旅游资源整合，抱团发展。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忻

城依托庄园、土司府和壮锦等当地特

色民族文化资源，推动“文化+旅游+

扶贫”融合，加快了全县脱贫攻坚步

伐 。 2017 年 ，全 县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31.7 亿元，同比增长 35.2%，成功带动

3000 多人实现脱贫摘帽。忻城县委

宣传部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文 化 景 区

提 供 农 民 就 业 岗 位 的 同 时 ，也 带 动

周边农户发展农家乐、民宿等，有效

实 现 家 庭 增 收 ，一 些 贫 困 户的生活

有了新奔头。

事实上，经过几年的发展，广西

文化扶贫特别是“非遗+扶贫”已呈现

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博白芒编“公司+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年产值 6亿元，从业农民 10

万余人，带动农民每月增收 2000 多

元；柳州螺蛳粉特色小镇年产值超过

14 亿元，配料产业带动众多农户脱贫

致富；政府扶持、社会参与的各种“非

遗+扶贫”就业培训平台蓬勃发展，全

区已建成非遗传习所、工坊、工作站

等 70多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副 厅 长 严 霜 表 示 ，按 照《广 西 加 快

民 族 文 化 强 区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未 来 3 年 ，广 西 将

充 分 挖 掘 边 境 地 区 非 遗 资 源 ，深 入

实 施 传 统 工 艺 振 兴 计 划 。 同 时 ，拓

宽 群 众 增 收 渠 道 ，推 广 非 遗 资 源 入

股 、合 作 的 经 营 模 式 ，完 善 利 益 联

结 机 制 ，实 现 非 遗 保 护 与 致 富 双 赢

互利。

特色村镇建设重塑农民自信

石板路、青瓦屋、红墙绿柳，还有

图书馆、咖啡吧……11 月 24 日，在广

西玉林市福绵区十丈村，游客们流连

忘返。

曾 经 凋 零 破 败 的 十 丈 村 ，拥 有

700 多间连片明清和民国建筑。近两

年，当地政府引进专业团队和村民合

作，重焕古村风韵。

“在修复改造中融入地方特色文

化，增强人们对乡村的感情。”十丈村

第一书记陈桂春说，如今，这里每天

吸引数千名游客慕名而来。至今年

10 月，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中有近

60%都选择了回村发展。

像十丈村一样，乘着乡村振兴的

东风，八桂大地越来越多有个性的特

色村镇正在崛起。截至目前，广西已

有 654 个广西传统村落，171 个中国

传统村落；45 个广西特色小镇，14 个

国家级特色小镇；还有众多的特色文

化村、生态示范村、田园综合体等。

这些村镇或蕴含广西悠久的历史文

化，或具有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或

环境美丽、和谐宜居，或发展机制充

满活力。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尝到甜头

的农民一批又一批回到自己的家乡，

投资、创业或就业，满怀信心，共同建

设家乡。据统计，2012 年至今，仅玉

林市回乡投资的新乡贤就有 300 多

人，投资总额超过 30 亿元。而在整

个自治区，已连续两年呈现外出务工

人员“回流”现象，许多外出务工人员

选择返乡创业就业。

严霜表示，今年，广西启动乡村

振 兴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开 展 乡村产业

发 展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能

力提升专项行动；继续推进“美丽广

西 ”乡 村 建 设 ，在 完 成 宜 居 乡 村 建

设 的 基 础 上 ，开 启 幸 福 乡 村 建 设 ；

同 时 ，广 西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研 究 院 正

式 成 立 ，将 建 立 立 足 广 西 、面 向 全

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技术创新共

享平台。

“我喜欢登台表演，今晚虽然没

机会上台，但看看也过瘾。”浙江省温

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的刘萍萍说。11

月 20 日晚，温州市瓯海区新电影院内

座无虚席，由瓯海区委宣传部、区文

广 新 局 、区 新 闻 和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主

办，瓯海区文化馆承办的“万众‘艺’

心在瓯海 凝心聚力再出发”——瓯

海区第二届广场文化节（百场文化赛

事）闭幕式暨乡村艺术团展演，吸引

了众多文艺爱好者和周边群众冒雨

前来观看。原生态组唱《撞歌》、舞蹈

《水碓古韵》、评书·鼓词《改革开放沐

春风》等节目，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瓯

海的美好祝福。

自今年 2 月瓯海区第二届广场

文 化 节 启 动 以 来 ，瓯 海 的 文 化 工 作

翻开了新篇章：3 月群诵大赛、4 月声

乐大赛、5 月服装秀、6 月红歌合唱大

赛 、7 月 器 乐 大 赛 、8 月 舞 蹈 大 赛 、9

月视觉艺术展、10 月广场舞大赛等，

均开展得如火如荼。“广场文化节的

意义在于将文化的种子植入基层土

壤，使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激

发蕴含在基层土壤中的文化活力。”

瓯 海 区 文 广 新 局 副 局 长 王 培 秋 说 ，

此 次 活 动 进 一 步 整 合 资 源 、形 成 合

力，注重活动和资源下沉，在文化发

展 成 果 惠 及 百 姓 的 同 时 ，也 提 升 了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本届广场文化节充分利用“互联

网+”优势，进行线上直播，通过“瓯海

发布”“瓯海文化”以及各镇街的微信

公众号平台进行展示，群众自发在朋

友圈、微信群中进行转发，无形中扩

大了活动的影响力。“群众表演有专

业水平”“组织策划很用心”“乡村舞

台也精彩”……一场场赛事的直播页

面下滚动刷新的观众留言，展现出群

众对此次广场文化节的认可。“以前

空闲时大家习惯聚在一起打麻将，这

两年村里组织开展文艺活动，现在大

家喜欢凑一块儿看演出、排练节目，

邻里之间更亲近了，人们也更有精气

神了。”瓯海区泽雅镇源口村村民林

广 民 说 ，现 在 镇 里 组 建 了 文 艺 志 愿

队，作为其中的一员，他感觉生活更

充实了，同时也扩大了朋友圈子。

据了解，通过瓯海所辖各村（社

区）的选拔推荐，本届广场文化节共

有 1.3万余人参与各项比赛，当中有村

（社区）干部、教师、学生、医生、消防

员、环卫工人等。朝尚乐队就是近年

来瓯海区在推行文化服务平台过程

中诞生的一支本土乐队，乐队成员都

是在公益文化培训中结识，后来他们

还兼任瓯海区文化惠民培训的乐器

指导老师。“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去做

自己喜欢的公益事业，这个过程其实

很幸福，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幸福感传

递出去、蔓延开来。”瓯海朝尚乐队负

责人高翔说。

事实上，通过广场文化节平台，

瓯海发掘了不少颇具实力的乡村文

艺人才。参与活动的乡村文艺人才

交流、竞技、提高、发展，又逐渐以新

的形式——乡村艺术团出现在大众

视野中。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瓯海成

立了百支乡村艺术团，他们用“单独

建团、邻片组团、互补联团”方式，以

“镇街总团、村（社）分团”的模式不

断壮大，同时推出“分类指导、硬件支

持”扶持机制，并在“乡村艺术团入驻

文化礼堂”“乡村艺术团社会化业务

指导”“乡村艺术团一月一主题巡演”

“乡村艺术团大本营建设”等方面为

温州市乡村艺术团发展工作开路。

“我们将乡村艺术团与文化礼堂

‘结对’，共同推进‘乡村文艺繁星计

划’，解决乡村艺术团缺场地、排练不

固定等问题，同步提升了基层文化阵

地服务效能。乡村艺术团‘大本营’

为百支乡村艺术团提供培训、展示、

交流等一条龙服务。”瓯海区文广新

局公共文化管理科科长项炳晓说，瓯

海 斥 资 80 余 万 元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投

标，委托第三方机构聘请 13 家综合

类社会文化艺术培训机构为各乡村

艺术团进行业务指导，保障乡村艺术

团的顺利运行和长远发展。

瓯海区文广新局局长王珧珽说，

在 2017 年成功举办“瓯海地方特色广

场舞大赛”的基础上，今年精心策划

了 第 二 届 广 场 文 化 节（百 场 文 化 赛

事），活动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

主线，以百场赛事为抓手，以群众为

主角，历时 10 个月，为瓯海群众打造

了充分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营造了

良好的文化氛围，助推“科教新区、山

水瓯海”建设。

11 月 28 日，第七届福建艺

术节之全省群众曲艺会演决

赛在福建福州举行，从福建省

各地报送的百余个节目中评

选 出 的 12 个 节 目 同 台 竞 技 。

本 次 会 演 主 题 鲜 明 、形 式 多

样，作品涉及伬艺、芗曲说唱、

南音、评话、相声、评书等不同

的曲艺门类，并且在传统曲艺

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突破，内容

更加贴近百姓、贴近生活，体

现了人民群众积极的生活态

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图

为泉州市文广新局选送的闽

南童谣《加伦孙学童谣》。

吴广宇/图

本报驻福建记者 黄国勇/文

俞叶萍（浙江省台州市文化馆）

“各位同志静一静，民间传统唱道情……”近日，

2018台州市道情展演暨道情演唱培训班在我馆举行，

艺人们“以情道理，以理释情”，唱出古韵新声。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11

月 19 日，山东省图书馆首届“馆员

论坛”开讲，参加首场论坛的 18 名

馆员为全馆职工呈现了一场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演讲。

“馆员论坛”分党建论坛、学术

论坛和创新发展论坛 3 个子论坛，

旨在提升全馆职工思想政治素质，

提高全馆服务效能和学术研究水

平 ，促 进 职 工 岗 位 成 才 和 全 面 发

展。首届“馆员论坛”历时 3 个月，

全 馆 工 作 人 员 积 极 参 与 、踊 跃 投

稿，共征集到作品 64 篇，内容涵盖

党组织建设、图书馆理论研究、全

民阅读推广与服务效能提升、图书

馆服务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等。

今年以来，山东省图书馆围绕

“打造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

“推进全民阅读、提升公民文明素

质的重要阵地”“提升理论学术水

平 、促 进 文 明 薪 火 相 传 的 思 想 重

镇”等“四个定位”，实施了“学术提

升计划”和“服务效能提升计划”。

“馆员论坛”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具体落实措施。

11月 28日，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宝城社区志愿

服务站携手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青年志愿者，组织开展中老年书法教学进

社区活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营造浓厚艺术氛围。志愿者们从最基本的握

笔、写字姿势着手，与社区 15名中老年居民面对面交流，让中老年居民对书法

有了进一步了解，并从中体验到了书写的妙趣。图为活动现场。

黄天静/图 曹光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