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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3月

6 日至 16日，由湖南省文化馆、湖南

省艺术摄影学会和株洲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等

单位共同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株

洲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摄

影图片展在湖南省文化馆举行。

本次展览分为“文明之城”“旧

貌新颜”“工业雄风”“美丽乡村”

“幸福生活”“圣景概览”6 个部分，

400 幅参展作品生动形象地展示了

70 年来株洲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诸多难忘瞬间。值得一提的是，在

“旧貌新颜”展区，主办方将同一取

景地的老照片与新作品排列在一

起，用穿越时空的对比手法，将株

洲社会发展与百姓生活的变化直

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株洲市摄影

艺术家用镜头记录壮丽时代、追溯发

展足迹的一次成果汇报。展览的策

划和作品征集历时 2年，株洲市组织

500余名摄影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

先后多次深入乡村、工厂和城市街

巷拍摄，共征集了 6000 余幅摄影作

品，从中精选出400幅作品参展。

作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全国知名的群

众 文 学 品 牌 活 动 ，第 二 十 八 届

“东丽杯”鲁藜诗歌评选从即日

起开始向全国征稿。

一、参评要求

1.单 篇 诗 歌 和 诗 集 均 可 参

赛。单篇诗歌应为 2016年 7月以

后在国内报纸期刊（含地级市、

县级群众文化内刊）发表过的原

创新作品。诗集为 2016年 7月以

后境内出版社公开发行的出版

物，套书、丛书不得参评。已在

往届“东丽杯（文化杯）”评选中

获奖的作品不再参评，三次获得

“东丽杯”群众文学评选奖项的

作者不再参评。

2.本次评选只面向全国业余

文学作者。各省区市作家协会

的专业作家、参加作家系列职称

评 定 者 和 签 约 作 家 不 得 参 评 。

已不在签约任期内的作家发表

于签约期结束后的作品可以参

评。2000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

作者可参评新人新作奖评选。

3.美丽东丽特别奖作品主题

要体现天津市东丽区的地域特

色和近年来发展成果等。

二、报送要求

1.个人报名可直接将参评作

品和“个人报名表”寄送至天津

市群艺馆，每名参评者限报 1 首

（组）诗或 1 部诗集。生活或工作

在外地的天津市作者需采取个

人报名方式。参评新人新作须

附身份证复印件。

2.集体报名须通过天津市各

区文化馆（宫）、文 联 及 相 关 单

位，外省区市文化（群艺）馆、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中心。每

单 位 选 送 作 品 ，单 篇 数 量 不 超

过 30 篇 ，诗 集 不 超 过 15 本 ，推

荐 作 品 需 征 得 作 者 本 人 同 意 ，

并 请 作者填写“个人报名表”附

在作品前，每单位还需填写“单

位 报 送 目 录 表 ”，发 送 至 邮 箱

donglibei2012@126.com。

3.限通过一种方式参评，一

稿多投将取消参评资格，5 年之

内不许参评。

4.单篇作品需报送作品发表

原件或 1份纸质复印件，复印件需

含报眉或期刊的封面、目录和发

表页。诗集至少报送1本样书。

三、报送方式

请于 5月 15日前将报名表纸

质版与参评作品一同寄出。寄

件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与新围堤道交口渤海明珠 614—

615室，天津市群艺馆调研部“东丽

杯评选组委会”收，邮编300210；咨

询 电 话 022-23311272。 信 封 请

注明“东丽杯”字样。邮政挂号

或快递均可，不接收邮政包裹，

不提供邮件查询，报送作品一律

不退件。

报名登记表请登录天津市

群 众 艺 术 馆 网 站（http：//www.

tjsqyg.com）下载。

四、评选办法

1.评选东丽文学大奖 1名、美

丽东丽特别奖 10 名、新人新作奖

6 名；单篇诗歌一等奖 10 名、二等

奖 20 名、三等奖 30 名、优秀奖 40

名；诗集一等奖 4名、二等奖 8名、

三等奖 12名、优秀奖 15名。个人

优秀组织奖 30 名，颁发获奖证书

和奖金。单位优秀组织奖 20 名，

个人组织奖 40 名，颁发奖牌或获

奖证书。

2.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

市群众艺术馆”“一粒种子在天

津”对评选结果进行公示和发布。

3.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并

与多家媒体合作、采取多种方式

予以推介宣传。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第二十八届“东丽杯”鲁藜诗歌评选征稿启事

河南启动2019年公共数字文化

系列培训活动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3 月 11 日至 13 日，河南省 2019 年公

共数字文化工程培训班暨数字资

源宣传推广活动（安阳站）在安阳

市图书馆举办。2019 年河南省公

共数字文化系列培训活动共 6 场，

此次活动是第一场，由河南省图书

馆主办，安阳市图书馆承办。

河南各市县共有 220 位图书馆

馆 长 和 业 务 骨 干 参 与 现 场 培 训 。

主办方邀请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

馆 、河 南 省 图 书 馆 的 专 家 分 别 就

“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服务融合创

新与发展”“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

建设理论与实践”“公共图书馆的

宣传推广与微服务应用”3 个主题

进 行 了 讲 解 。 培 训 期 间 ，专 门 设

立的数字阅读展示体验区受到广

大读者的喜爱。数字阅读展示体

验 区 包 括 数 字 朗 读 体 验 、瀑 布 流

电子书借阅屏、电脑端公共数字文

化产品体验、电子书借阅机体验、

墨水屏阅读体验等，既有动静结合

的新媒体展示，又有各种多媒体终

端设备互动体验，读者可以多位一

体地了解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

与服务情况，零距离访问海量的数

字资源。

据河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部主

任杨向明介绍，河南省公共数字文

化工程培训班自 2016 年启动以来，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举办全省公共

数字文化培训已超过 20 场，培训全

省市县、乡镇基层人员 4000 余人。

今年，河南还将结合文化共享工程

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资源建

设、设备应用、基层服务等方面，加

大培训力度。

400幅摄影作品展现株洲70年发展变迁

为提升民众的生活幸福指数，山

东的公共文 化 机 构 正 在 一 起 发 力 。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期的调研结

果显示，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近 3

年 来 对 服 务 效 能 的 关 注 ，目 前 全 省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初步形

成了“阵地参与品质提升、流动服务

范围扩大、上门培训供需对接”的可

喜局面。

增强文化场馆的“号召力”

到今年，“潍图公开课”公益培训

已连续举办 7 年，成为潍坊市图书馆

的品牌活动。7 年来，“潍图公开课”

始终坚持以民众的需求为导向，开设

的计算机、智能手机基本操作技术课

程让 3000多位老人受益。

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田素

英说，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场馆的

根本属性是“公益”，对当地居民要有

“号召力”。要达到这个效果，务必要

提升服务的品质，让民众“心无旁骛

地参与”，且养成逛文化场馆的习惯。

从 2016 年开始，山东各地的公共

文化场馆陆续完成了设施设备的更

新。场馆大气了、设备也先进了，下

一步怎么走？山东于当年开始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旨在发挥既

有资源优势，提升民众的文化生活满

意度。

今年春节过后，淄博市文化服务

领域的“大事”不断。淄博市图书馆

联合社会力量建设的全市首家 24 小

时公益城市书房开放，一周时间内接

待读者超 5000 人次；淄博大剧院开业

首演季正式启动，售票第一天数百位

市民提前两小时到场排队……

在胶 东 半 岛 最 东 端 的 威 海 市 ，

2018 年年底启用的威海市群众艺术

馆 新 馆 ，创 新 推 出 了“ 蓓 蕾 成 长 计

划”公益培训课，吸引了上千名青少

年报名。

威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荆国胜

说，放在几年前，馆内限于硬件、师资

等条件无法开设更多培训课程，民众

即使有需求也无法满足。“相比从前，

我们现在是‘鸟枪换炮’。群众艺术

馆如今在威海成了地标性建筑，很多

市民闲暇时选择到这里来参观，让我

们真正感受到了文化的吸引力。”

流动服务推动艺术普及

3 月 12 日，济南市燕山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一改往日的宁静，从早晨便

热闹起来。当天，山东省文化馆的志

愿服务队来到中心，为老人们带来了

相声《谁的能耐大》、二重唱《带我到

山顶》等文艺节目。在温馨愉悦的氛

围中，老人们一次次为演员们的精彩

表演鼓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燕山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胡

晓苹说，生活在该中心的老人都是社

区 居 民 ，平 日 特 别 渴 望 观 看 文 艺 节

目。志愿者的表演很精彩，希望他们

把这里当成一个联系点，能常来走走。

流动服务，是山东继阵地服务之

外最重视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山

东省文化馆馆长王衍良介绍，3 月，山

东省文化馆有多支志愿者团队在全

省各地开展流动服务活动，且各有侧

重。比如馆内的“蓓蕾艺术工作站”

志愿服务队，3 月安排了赴枣庄市、泰

安肥城市等地开展多场校园演出。

在 沂 蒙 革 命 老 区 ，成 立 两 年 的

“沂蒙红色文艺轻骑兵”队伍在今年

春节后也陆续启程，深入到临沂市沂

水县、沂南县、郯城县等地开展慰问

演出。

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国

家一级演员刘莉莉给记者讲了一件

小事。“2 月底我们到莒南县道口镇演

出，刚开演就下起了小雨。寒风中，

村民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观看的热

情让演员们非常感动。”刘莉莉说，乡

村是最需要文艺的地方，也是流动服

务大有可为的地方。“只要能让村民

在家门口看上戏，我们文艺工作者辛

苦点儿没什么。”

根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统

计，目前山东的 58 个省级财政困难县

和沂蒙革命老区县已实现流动文化

服务车全覆盖。

公益文化培训有特色、有成效

3月初，2019年山东省文化馆系统

胶州秧歌培训班在胶州市举办。来自

全省各地文化馆的 70 位青年舞蹈骨

干，现场学习胶州秧歌的动作技巧。

山东省文化馆副馆长赵新天说，

这是近年来山东首次就单个舞蹈种

类培训全省的业务干部，目的是推动

各地文艺培训的特色化发展，避免出

现千篇一律的情况。

随着参与公益文化培训的人越

来越多，如何对接社会大众的需求是

个关键问题。近 3 年来，山东多地逐

渐放弃了大水漫灌似的培训模式，坚

持培训项目“以需定供”，通过问卷调

查等方式提前搜集受众面广的培训

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滨州市惠民县，当地将公益培

训与鼓子秧歌等民俗的传承相结合，

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县里的公益文

化辅导员。公益文化辅导员经过半

年 时 间 掌 握 一 定 技 能 后 ，再 由 点 及

面，回村培训乡亲。

今年元宵节，惠民县举办全县民间

艺术汇演。经过公益文化辅导员培训

的多个村庄组织起文艺队伍，同台竞

技，极大活跃了全县的群众文艺舞台。

惠民县辛店镇党委宣传委员胡

令强说，兼具惠民民俗特色的公益培

训，让乡亲们学起来感觉很亲切。同

时，一些平时有些小矛盾的村民通过

一起参加文艺活动，解开了心结，助

推了文明乡风建设。

进入文化场馆享受阵地服务，在

家门口则能接触流动服务、参加公益

培训，文化服务在山东正逐渐形成一

个“全链条覆盖”的模式。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国琳介绍，提

升服务效能仍然是今年山东文化和旅

游工作的重点。通过强化人才培训、

创新服务理念、弘扬志愿精神，山东力

争让文化服务刷出更多存在感。

在山东，文化服务刷出更多存在感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文/图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记者来到

浙江台州温岭市城东街道瓦林村村

民陈玲丽和林辉夫妇的家。走过茶

花争艳的农家庭院，眼前这幢 4 层小

楼的一楼和地下室共上百平方米空

间，阅览区、活动区、借阅区井然有

序，干净整洁。通向地下室楼梯口一

台“刷脸”借书机，才让人感觉到这有

别于家庭书房——这是去年世界读书

日开放的林辉家庭图书分馆。

地下室灯火通明，5 位小朋友正

在阅览区的大书桌上做作业。一位

四年级的小朋友说，今天家里没人，

就来这边做作业，作业完成就可以看

书了。“我们想看的书，只要跟玲丽阿

姨说一声，她就会帮我们从温岭市图

书馆借来的，可方便了。”

值班的“小馆长”正在整理书籍，

他回头说：“我们每周一次，去温岭市

图书馆换书，顺便把已登记的读者需

要的书借回来。”

陈玲丽说，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

心，他们招聘了 5 名小学生当“小馆

长”，每周六一整天由“小馆长”负责

管理。他们还组建了一个有 244 名成

员的微信群。“我儿子今年 12 岁，上小

学六年级，总觉得现在的孩子太寂寞

了，家庭图书分馆恰好打造了一个社

交圈，让孩子能进入群体生活。能面

对一屋子的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浪

漫的事。”陈玲丽说。

明代文学家谢铎乡居温岭时曾

创办方岩书院，如今大溪镇毛竹下村

村民谢兴联开办了桃溪书院。毛竹

下村是一个偏远山村，离温岭市图书

馆比较远，到大溪镇也有 10 多里路。

谢兴联喜欢阅读。“温岭市图书馆通

知说可以申请家庭图书分馆，我家有

空 余 场 地 ，就 抓 住 这 个 机 会 去 申 请

了。”谢兴联说。2017 年 11 月，谢兴联

把自家一楼腾空并精心打造。温岭

市图书馆送了 4000 册各种门类的图

书，桃溪书院一开门，便得到了村民

的支持和赞扬。

喜欢雕刻的谢兴联，还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悯农诗等为主题做了

雕刻板，让来这里的孩子们体验传统

的印刷技艺。谢兴联说：“能为村民

提供方便、传递书香，让孩子们体验

传统印刷技艺，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乐在其中。”

村民陈丽萍说：“孩子们对书有

着天然的亲近感。每到节假日，桃溪

书院就成了他们的乐园。书院里书

的品种蛮多，不仅孩子喜欢，我们也

能找到适合的书。”

一台笔记本、一个扫描枪是何荣

富的工作台，在一旁的墙上，贴着的

是家庭图书分馆借阅守则。这是松

门镇文昌路 108 弄 2 号的何荣富家庭

图书分馆。

“何叔叔，我们来借书了！”松门

镇第三小学四年级学生陶然从开馆

之初就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个星期

都来。这里离他的学校走路不过五

六分钟，而去温岭市图书馆则要半小

时车程。

何荣富介绍，开馆 2 年多来，馆里

的书不仅没有丢，还有不少读者自发

把家里的书送过来。如今这里的藏

书已达 6000 多册，借阅量达上万册

次。何荣富家庭图书分馆的微信群

里有 223 名读者，大多是周边村民。

村民有什么想看的书直接在群里说，

何荣富再去和温岭市图书馆对接。

从江西远嫁到新河镇的刘成果，

曾是一名小学老师，家里藏书颇多，

就申请开办了塘下果宝图书馆。生

下女儿后，赋闲在家的她每月掏 900

元的租金在新河镇中心小学旁边租

了一个店面做家庭图书分馆。她说：

“我小时候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现

在我有这个能力，希望能为更多的孩

子创造条件。”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家庭图书分

馆故事背后，是一颗颗热爱阅读、乐

于奉献的心。目前，家庭图书分馆在

温岭已遍地开花，小至 15 平方米，大

则四五百平方米，星罗棋布地分布在

农村、社区、家庭、学校、机关、企业、

军营……其中农村占了七成，全部采

用自愿申请。此外，家庭图书分馆还

建到了景点、民宿，让旅游业建设和

文化事业建设有机融合，相得益彰。

例 如 ，十 八 道 地 风 景 区 家 庭 图 书 分

馆、石塘风景旅游点民宿家庭图书分

馆、“海山生活”民宿家庭图书分馆等

文旅系列家庭图书分馆。从 2018 年

开始，温岭市图书馆还与相关部门共

同协商，在公园休闲区域建设期介入

规划，将家庭图书分馆更为有机地融

入整体中，建设驿站式的阅读休闲区

域，探索打造更为广泛的市民阅读生

活区域。

说起创建家庭图书分馆的初衷，

温岭市图书馆馆长杨仲芝感慨，2015

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要求

“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动全民

阅读进家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

村、进企业、进机关”。据此，温岭市

图书馆决定开展以“家庭”为主题的

暖心阅读服务活动。2016 年 3 月，温

岭市图书馆利用微信平台发布通知，

计划创建 30 家家庭图书分馆，实行

开 放 申 请 。 2016 年 世 界 读 书 日 ，第

一批 30 家家庭图书分馆正式授牌运

作。“家庭图书分馆是指阅读推广人

在自己的家庭或学校、工厂、商店、培

训班等设立图书馆，以‘公共资源+

社 会 力 量 ’为 广 大 群 众 开 展 图 书 借

阅 、阅 读 推 广 等 服 务 的 一 种 总 分 馆

制模式。”杨仲芝说，“我们希望城里

能 享 受 到 的 阅 读 服 务 ，农 村 也 一 样

能 够 享 受 到 ，真 正 实 现 城 乡 阅 读 服

务均等化。”

2018 年，温岭家庭图书分馆项目

从全国各地各级图书馆 311 个创新项

目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

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创新创意征集推

广活动最佳创新奖。据统计，至 2018

年底，温岭已建成 300 家家庭图书分

馆。有力地促进了城乡阅读均等化，

有 效 地 推 进 了 全 民 阅 读 。 2019 年 ，

100 家家庭图书分馆的建设已列入考

核计划。

浙江温岭：把图书馆开在“家”里面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文/图

观众在参观展览 唐李晗 摄

何荣富家庭图书分馆的读书活动

▲ 山东省文化馆文化志愿者

到枣庄市开展流动服务

▶ 今年元宵节滨州市惠民县

民间艺术汇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