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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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景文（浙江省湖州市图书馆）

经过为期两周的招募选拔，我馆2019年度

暑期文化志愿者终于亮相。文化志愿者经过

上岗培训后，将和馆员们一起，为读者提供更

加贴心的服务。

程 欣（皮卡书屋）

2016年 6月皮卡书屋与北京市海淀区田村

路街道共同创建皮卡书屋田村路馆，为田村路

街道 20多个社区的孩子们提供阅读环境和成

长平台。如今田村路馆3岁了，3年间我们带动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展亲子阅读。

曾 媛（江苏省无锡市图书馆）

作为我馆推出的“寻访红色足迹 讲述无

锡故事”系列专题讲座之一，日前，我们与荣巷

街道举办了“荣氏百年不衰的精神密码”专题

讲座，为市民讲述荣氏企业在漫长历史长河中

的发展之路，并带领 30名市民探访荣氏古里，

感受先贤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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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

温州文化驿站：

将文化馆时尚“分身”
本报记者 杜洁芳

本报讯 7 月 4 日，由北京市大兴

区群众文艺爱好者在专业导师指导

下 创 作 的 大 型 群 众 才 艺 文 旅 秀《多

彩 大 兴》在 北 京 市 大 兴 剧 院 上 演 。

演出以时间为轴线，融汇了大兴各个

历史发展时期的重大事件，全面展现

了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年 来 大 兴 民 生 巨

变，以及大兴区蓬勃发展的群众文艺

成果。

《多彩大兴》是一出以大兴文化

和旅游资源融合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情

境演出，通过《京南古韵》《复兴蓝图》

《时代国门》3 个篇章，以“大兴文化”

为载体，以“生态旅游”为情境，跨越

时光，沉浸式地呈现了大兴的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旅游名胜等。值得一

提的是，这场堪称专业的演出，演员

全部是从大兴区举办的群众文化风

尚季赛事活动中选拔出的优秀群文

爱好者。

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多彩大兴·魅力绽放”群众

文 化 风 尚 季 自 2017 年 首 次 举 办 以

来 ，受 到 群 众 广 泛 欢 迎 ，通 过 进 学

校、进镇街、进企业、进公园的线下

活 动 以 及 线 上 报 名 的 方 式 ，共 吸 引

6000 余名群众参与。参赛人群不仅

覆盖了全区 22 个镇街，还吸引了一

批周边地区的群众文艺爱好者踊跃

参 与 。 未 来 ，该 活 动 将 继 续 做 大 做

深，全力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为

大兴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发挥积极

作用。 （张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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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温州，城市书房如今已在

城区遍地开花。受城市书房运营理

念的启发，温州文旅部门将文化馆的

功能也进行多面延伸，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文化驿站。一家家文化驿站如

同文化馆的“分身”，借助文旅部门和

社会力量，与咖啡厅、休闲酒吧、私人

博物馆等合作，形成了集剧场、课堂、

茶座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休闲

空间，吸引了更多市民和游客走进。

精神生活的补给站

继城市书房成为温州公共文化

创新品牌后，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就开始琢磨如何提升文化馆的服务

效能，培育人们的文化情怀。温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柳升高说，他

们观察发现，来文化馆的人群中很难

见到年轻人和外来务工者的身影，于

是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吸引多个群

体共享公共文化服务方面。

2015 年，将文化主题与驿站理念

相结合的文化驿站应运而生，此后，

定位于时尚化、休闲式、体验版、互动

型、文艺范的文化驿站便在温州迅速

扩散。截至 2018 年底，温州已开放 60

家 文 化 驿 站 ，其 中 市 本 级 11 家 ，县

（市、区）级 49 家；文化部门主导建设

的 26 家，社会力量提供场地参与建设

的 34 家。温州文化驿站 2018 年共开

展活动 926 场，直接参与者达 15 万人

次。今年，温州文化驿站每个月的活

动量更是多达百场。

文化驿站的广受欢迎，让柳升高

深深地体会到了准确定位对于文化

驿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时尚化、

休闲式、体验版、互动型、文艺范几个

字 ，充 分 表 明 了 文 化 驿 站 的 运 营 理

念、场所氛围、活动样式、质量要求和

最终目标，甚至每个词的先后顺序都

有讲究，相互之间有着递进关系。“我

们希望通过打造文化驿站，为更多人

提供心灵歇息和精神补给的空间。”

柳升高说。

搭载休闲文化场所

在古色古香的建筑内，动静结合

看 千 年 南 戏 ，别 有 一 番 风 味 。 2015

年，温州试水将首家文化驿站开进当

地南戏博物馆，看演出、听说戏、与名

角切磋，文化驿站的进驻使往日安静

的博物馆热闹起来。

“唱南戏这么多年，在演出之后

以说书的形式为观众讲解折子戏还

是头一次。”在南戏博物馆庭院里的

戏台上，永嘉昆剧团的演奏者一曲结

束 ，便 与 观 众 分 享 起 经 典 折 子 戏 片

断。台下的观众也听着新鲜，原本对

南 戏 一 知 半 解 的 人 也 听 出 了 点 门

道。“这种‘演出+分享’的形式特别提

劲儿，让人开始对南戏有兴趣了。”台

下一位第一次听南戏的观众说。

首家文化驿站的成功运行，给了

温州文旅部门更多思路和动力。之

后，文化驿站采用连锁运营的机制，

推出“1+10+N”建设模式，即一家龙

头文化驿站、10 家各具特色的文化驿

站，带动 N 个县（市、区）级或社会化

驿站共同创建。经典电影赏析、古典

音乐鉴赏、读书分享……文化驿站搭

载图书馆、剧场、书店、画廊、茶室等

文 化 机 构 ，将 文 化 活 动 办 得 有 声 有

色，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体参与。

有专家认为，文化驿站之所以受

到 广 泛 欢 迎 ，与 驿 站 的 多 种 属 性 有

关。各种文化艺术分享及体验活动，

比单纯观看演出、阅读书籍多了艺术

氛围和情感交流，更能引起人们的思

想共鸣。同时，文化驿站的服务理念和

活动形式丰富多样，迎合了当下年轻人

的口味，扩大了文化馆的服务人群。

文化驿站在乡镇的延伸

文化驿站在城市的顺利运行，使

温州市文旅部门有了将其向乡村延

伸的信心。柳升高表示，按照“全面

打造文化馆总分馆制的温州模式”的

总体要求，他们不仅在已建成的文化

驿站中植入了微型文化馆的功能，即

具备一定公益展览、培训、创作、孵

化、辐射周边百姓等功能，还进一步

向基层乡镇（街道）延伸此项工作，使

其进入乡村百姓生活。

温州文旅部门发现，全市有 9000

多个自然村，有 2 万余支民间文艺队

伍，一个村成立一个乡村艺术团，具

有可行性，于是经过调研，决定将打

造乡村艺术团作为文化驿站建设工

作在基层乡镇的延伸。

在“带进一个人，就带进了两个

家庭”的思路下，经过半年试点，乡

村艺术团在各乡镇陆续成立并开展

活 动 。 在 温 州 市 瓯 海 区 ，百 余 支 乡

村 艺 术 团 已 成 为 农 村“ 文 艺 轻 骑

兵 ”，争 先 走 上 各 村 各 镇 的 百 姓 舞

台、文化礼堂等；在乐清市的农村文

化礼堂暨乡村艺术团文艺大展演活

动中，有 33 支乡村艺术团参与，为活

动添彩；温州市洞头区正在分阶段、

分批次、分级组建乡村艺术团，争取

在今年底完成行政村（社区）乡村艺

术团全覆盖。

柳 升 高 表 示 ，从 试 点 到 全 面 铺

开，如今，温州市已建成 1700 多支乡

村艺术团，它们以文化礼堂、文化服

务中心为阵地，充分挖掘地域特色，

依托“一镇一品”“一村一韵”等活动

平台开展常态化的公共文化活动，并

着力培育新型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在基层，县级文化馆服务能力不

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等

问题一直普遍存在，为解决这一问

题，为老百姓提供城乡一体、普遍均

等的公共文化服务，2016 年，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五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

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着

力推进县域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

和服务效能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

学教授李国新曾这样解读：总分馆制

就是要让一个个独立、分散、封闭运

行的文化馆、图书馆转变为一个组织

体系、服务体系，形成一个互联互通

的文化馆群、图书馆群，在体系内实

现资源共享，服务政策、服务标准统

一，为老百姓提供城乡一体、普遍均

等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图书馆、文化

馆由孤岛设施变为组织体系，这是总

分馆制的核心要义。

全国各地县级公共文化建设千差

万别，县级文化机构的服务和辐射能力

参差不齐。近些年，各省结合自身特点

进行一系列总分馆制的探索，取得了一

定成效。如浙江嘉兴文化馆总分馆制

以“人”为纽带，通过“上派下挂”来提升

基层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新疆克拉

玛依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提出“总分

馆+联盟馆”模式，促进公共文化设施

与石油石化企业文化设施统筹利用。

而浙江温州的文化驿站主要依靠社会

力量，将符合条件的乡镇、村（社区）和

社会单位作为分馆，摆脱了按照行政层

级来设置站点的束缚，将总分馆制的触

角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这样既丰富了公

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又激发了社会各界

参与文化服务的积极性，提高了文化

馆总分馆服务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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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杨渊 郭志清）

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山西省总工会等共同举办的山西省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文化系列活动

近日启动。据介绍，系列活动预计 11 月结

束，其间，山西省将有近 2.5 万场活动陆续

开启。

此 次 系 列 活 动 主 题 为“礼 赞 新 中 国

奋进新时代”，口号为“文化三晋乐万家”，

采取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形式，将各级各

类群众文化活动有序化、组织化、规模化、

品牌化。以省级重点示范活动为引领，

市、县和基层自办活动为重点，广大群众

为主体，自编、自导、自演、自评，让百姓享

受活动过程，成为活动的评判者、受益者、

传播者。

活动囊 括 音 乐 类、舞 蹈 类、戏 曲 类、

书画类、摄影类、综合类及其他七大类内

容。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活动项目更多：

音乐类新增歌咏比赛、民乐演奏等形式，

书画类新增版画展和雕塑展等，综合类

增加了民俗文化活动，其他类增加了回

望 70 年历史大型实物展、中老年模特展

演等。系列活动将以各级各类公共文化

场所为主阵地，同时，为促进文旅融合，

活动将在黄河、长城、太行山周边重点景

区景点布点，推动文化活动进景区，为游

客带去丰富的文化享受。

为了让基层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

来，除所有活动面向观众免费开放外，主

办方还开通了活动专属微信公众号“山西

公共文化服务”，让老百姓及时、准确地获

取活动信息。

日前，30 多名小志愿者在山东青岛栈桥书店经过培训后正式上岗。暑假期间，他们将从事读者引导、书籍整理、爱心

公益等力所能及的工作。作为回报，他们可优先借阅、获赠部分书籍。图为小志愿者在为贫困山区的小朋友挑选书籍。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南戏博物馆内的文化驿站 郑 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