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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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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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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玲（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西河大鼓、湖北大鼓、鄱阳大鼓，陕北说书、浦东说

书、苏州弹词、绍兴摊簧、好来宝、数来宝……第十八届

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决赛现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和

而不同，群星璀璨。感谢台前幕后的老师们呈现了这么

多精彩的作品，小本子上已经记满，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王元黎（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

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我馆围绕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宣传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馆内馆外人气满满。

何 泽（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

2019长三角地区阅读马拉松大赛——一场挑战专

注力与意志力的比赛。挑战者们有的埋头做笔记，有的

掩卷遐思，有的走出座位徘徊忖度。今年是团队赛，“书

声琅琅”“湖阅海览”“求是书屋”……队名也很有意思。

对阅读，我们是认真的。

◀ 谁能想到如此温馨的阅读

空间曾经是被弃置不用的公厕？

▼ 竹编传承人正在由粮仓改造

的“众文空间”内向村民传授技艺。

上海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本报讯 （驻 河 南 记 者 张 莹

莹）5 月 12 日至 18 日，由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南省图书馆、

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的河

南省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业务提

升 培 训 班 在 广 州 中 山 大 学 举 行 。

来自河南省 18 个地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河南各地公共图书馆及少

儿图书馆、河南省公共文化研究中

心的相关人员共 80 余人参加了此

次培训。

培训主要围绕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提升、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热

点问题剖析等展开，邀请多位教授

分别以《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

打造卓越学习型组织》《新时代图

书馆服务理念与全民信息素养教

育》《图书馆特殊人群阅读服务的

策略与创新：以未成年人、残障人

群为主》《创新思维及其在领导、管

理活动中的运用》《如何利用新媒

体做好阅读推广》等为题进行现场

授课，梳理行业发展方向，分享行

业前沿技术和理念。培训期间，还

组织学员前往广州市图书馆、广州

市黄埔区图书馆及城市书房参观

和交流。

理论学习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使学员们受益匪浅。学员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培训提高了理论知识

水平，学习到应对工作中实际问题

的有效方法。

河南公共图书馆开展

阅读服务业务提升培训

改造闲置粮仓、老旧的乡村活动

室、废弃的公共厕所……上海市宝山

区最近的一系列举措，让这些原本已

经鲜有人涉足的公共空间有了不一

样的面貌。

就在几个月前，宝山对辖区内的

乡村老旧活动室、闲置库房、闲置公

共用地等若干个公共空间实施了“文

化空间梦想改造计划”。一番“绣花”

般精细的设计改造，让这些不起眼的

公共空间脱胎换骨、华丽转身，成为

宝山百姓家门口一个个崭新的“文化

客厅”——遍布宝山四处的“众文空

间”，成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的点睛之笔。

挖掘无人问津的“宝藏”

宝山区庙行镇有一片公共绿化

带 ，历 来 是 附 近 居 民 锻 炼 的 好 去

处 。 但 就 在 这 片 绿 化 带 里 ，有 一 间

废 弃 不 用 的 公 厕 ，成了绿地里无人

问津的“死角”。在寻不足、补短板的

实地调研过程中，宝山区文化和旅游

局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片绿化

带值得好好利用。

于是，在专业设计师的精心勾画

下，一个小巧而精致的“众文空间”出

现在人们眼前。由于建筑体量较小、

室内空间有限，设计师特意增加了部

分室外区域——用绿色网格钢板模

仿拱门庭院，半开放式地围合出一个

室外活动小天地，延伸了室内活动空

间。室内装饰全部采用米白色系，整

齐排列的原木书柜和阅读桌，营造出

明亮温馨的阅读氛围。如此室内室

外两个空间虚实结合，动静相宜，能

够吸引人们多逗留一会儿。

住在绿地附近的袁阿姨告诉记

者，她经常来这里锻炼身体，这些天

眼瞅着“死角”公厕变成精致的“众文

空间”，感觉十分惊喜：“我以前来锻

炼从不朝那边走，没想到那里这么快

就变漂亮了。现在我都会特意绕过

去，到里面坐一坐，享受一下文化氛

围，心情格外舒畅！”

粮仓如今装满“精神食粮”

宝山月浦镇的月狮村有一个年

久老化的粮仓，里面一直堆着乱七八

糟的杂物。在这次全区范围实施的

“文化空间梦想改造计划”中，经过多

次认真讨论，设计者脑洞大开，在仓

库里设计放置了两个大型木盒子，既

可以达到保温隔热的效果，又把空间

进行了合理分隔，让这个灰头土脸的

老旧粮仓变身为村里一个崭新的时

尚地标。更让村民津津乐道的是，在

家门口的“众文空间”里，大家还能参

与各类文化活动。

不久前，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

就来到了这里。为了配合最近上海月

浦花艺节的举办，活动中，一场关于花

艺的流动展览——“今日花放”在居民

身边“翩然盛开”，艺术家们利用各种

材料让艺术与花艺巧妙“对话”。同

时，大家还以花卉和竹编等为材料，根

据“众文空间”的环境特点，因地制宜

地创作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花

放》，形象地呼应了展览主题，也让大

家充分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艺术家何雅丽擅长以粘贴手法

创作绘画与干花相结合的作品。活

动现场，她带领居民用月浦镇自产的

干花与绘画结合创作艺术作品。美

育导师马琳则选择梵高的作品《向日

葵》与《盛开的杏花》作为讲座内容，

向居民讲述两幅作品背后的故事，从

而把月浦花艺引向了现当代艺术史

的 广 阔 视 野 ，并 联 系 当 下 的 乡 村 振

兴，探讨文化艺术介入乡村的具体途

径与方法。村干部目睹此情此景，不

由得发出感慨：“废弃不用的粮仓如

今成为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其意义和

作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为宝山文化之美“绣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宝山在庙

行、月浦月狮村、罗泾塘湾村以及高

境新业坊打造的 4 个“众文空间”目前

都已正式启用。接下来还将进一步

向美丽乡村倾斜，重点打造罗店镇天

平村、月浦镇聚源桥村等地现有的乡

村公共空间，对其进行整体设计与功

能改造，补充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资源

的不足，从而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

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一

川表示，“众文空间”是宝山在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的一项创新

尝试。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做 文 化 工 作 更 要 精 心 设 计 、用 心 勾

画，绣出美丽、绣出创意。未来，宝山

将继续深入挖掘身边的资源，尽可能

地丰富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和 形 式 ，让 宝 山 市 民 在 更 具 文 化 氛

围、文化气质、文化品位的空间里享

受优质的文化服务、参与文化活动，

真正成为文化的“主角”，不断提升他

们的文化获得感和满意度。

上海宝山区对老旧、闲置公共空间改造

把“众文空间”建在百姓身边
本报记者 洪伟成

春雨随风，润物无声。今年初，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鼓励乡土文化人才、退休文化工作者

等作为志愿者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深入乡镇（村）文明实践中

心站（所），广泛开展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文明实践活动，培育当地

志愿服务品牌，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就有这样一群文化志愿者，他们默默

服务在文化工作第一线，用自己的辛

劳和付出，为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增

添了新的色彩。

林先锋：山村里的文艺“搭台人”

林先锋是崂山区黄山村的文化

管理员，更是一个“搭台人”，在她的

带动下，小村庄变成了“大舞台”，令

每一个想要参与文艺活动的村民都

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自 2011 年当选村文化管理员以

来，林先锋带着村里的文化队伍参加

过大大小小各种演出。“村里条件有

限，能带给村民的文化活动形式也比

较单一，如何利用有限的条件开展老

少咸宜的文娱活动，吸引更多的村民

参与进来、收获快乐，是我们这些文

化管理员要思考的问题。”林先锋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关键在于

要通过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展现，“比

如，给老人排练舞蹈难度不能太高，

只要能让他们活动起来，开心、高兴，

那就是最好的舞蹈；对于年轻人，我

希望他们能走上更大的舞台去展现

自己，所以我们会有针对性地排练一

些新的、有难度的舞蹈，在练习的时

候要求也比较严格。”

如今，在林先锋的带领下，连小

山村里的爷爷奶奶们都唱跳起来，妇

女们组成了“辣妈舞蹈队”，在街道和

社区的文艺演出中一次次露脸。林

先锋说：“虽然乡村群众文化工作开

展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希望能通过

自己的努力，把村里人的文化梦推向

更广阔的舞台。”

张思信：办同乐会的“老顽童”

在崂山沙子口社区有一位 75 岁

的“老顽童”——张思信，他用 13 年时

间，将几个人的“独乐会”发展成了如

今拥有近 200名成员的“同乐会”。

从 2004 年开始，他就和几个老伙

计搞民乐，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2006年，几个人合计之后决定成立一个

团体。“转眼13年过去，我们从最初的小

团体，发展成为包含合唱、太极、民乐、

曲艺、舞蹈等多种艺术门类、团员近200

人的综合性艺术团体。”张思信说，同乐

会每年参与街道演出活动10余次，还要

参加多项崂山区的活动，自发组织的各

种演出活动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进来，张思信

利用街道和区里给的补贴和奖励金

聘请专业老师为大家授课。现在沙

子口同乐会日常开办的培训班包括

二胡、萨克斯、电子琴、口琴、古筝和

中阮等内容，几乎每堂课都爆满。“我

办同乐会的初衷就是想让大家跟我

一起快乐起来，尤其是老年人，参与

文艺活动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也有好

处。我们沙子口同乐会要把这份快

乐传递给更多的人。”张思信说。

于丽华：社区里的舞蹈皇后

舞台上的于丽华妆容细致，精神

矍铄，舞步轻盈。已经 66 岁的她是崂

山区东城国际社区“东城之星”舞蹈

队的队长。2009 年，参加过老年大学

舞蹈队的于丽华组织起 12 人的社区

舞蹈队伍，为当年的社区纳凉晚会准

备节目。“刚开始，很多队员连扇子都

不会拿，我就从基本动作开始教，带

着大家辛苦排练。”于丽华说，那年纳

凉晚会结束后，参与表演的社区居民

都兴奋不已，看着大家的笑脸，她决

心把这支舞蹈队发扬光大。如今，这

支舞蹈队已经有四五十人。

除了是社区舞蹈队的“舞后”，于

丽华还是崂山区文化馆舞蹈队的队

员，这支集合了崂山区各社区文艺骨

干的舞蹈队，近年来正发挥着不可小

觑的力量。在馆办舞蹈队里，于丽华

成了从零学起的学生，跟着专职舞蹈

老师从压腿等基本功学起，直至动作

越来越熟练和专业。

每天早上 8 点到 9 点半，每周一、

三、五晚上 7 点半到 9 点，她都要带着

社区里的姐妹们一起排练。除了从

文化馆舞 蹈 队 学 习 以 外 ，她 还 积 极

参 加 青 岛 市 组 织 的 各 种 培 训 ，还 从

互 联 网 上 学 习 各 式 舞 蹈 ，并 对 平 时

练 习 的 舞 蹈 进 行 改 编 ，带 领 大 家 参

加市、区、街道等的各项比赛，均获

得了不俗的成绩。于丽华说：“只要

音乐一响，大家就能一起跳起舞来，

这种快乐是无法形容的。我想跟更

多人一起分享。”

吴蕙园：3万册图书的“业余管家”

“ 你 这 本 书 借 阅 超 时 产 生 了 费

用，要先把费用清掉才能继续借阅。”

帮助、指导前来借还书籍的读者，是

吴蕙园每天的工作。2015 年，刚刚从

单位退休的吴蕙园来到崂山区图书

馆做了一名志愿者，从此成了借阅室

3 万多本书籍的贴身“大管家”。“我这

个‘业余管家’仅凭着对书的热爱就

义无反顾地来了。”吴蕙园说，她平日

里就“爱书如命”，连看电视剧都是个

不折不扣的“原著党”。她认为，影视

作品难免会掺杂导演、编剧的个人理

解，已经不是最原汁原味的了，“我每

次看到喜欢的影视剧，都会想着去翻

翻原著。”

4年来，吴蕙园在图书馆的志愿服

务中会不时地和读者分享她的读书体

会。“很多读者都和我说，我们图书馆

的藏书质量非常好，许多人都从我这

里找到了‘宝贝’，看着他们对书籍如

此热爱，我这个志愿者也很开心。”吴

蕙园说。

在青岛崂山区，有这样一群文化志愿者
于 志 段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