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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80 后”“90 后”“00 后”，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文化需求旺盛而多元。他们对

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怎样的期待？目前的文化馆站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年轻人的需要？有哪些难

题亟待解决？此前，本报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文化馆服务老年群体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报道。

此次，本报记者继续深入采访，与在一线、二线城市和新农村生活工作的年轻人和相应地区的文化

馆工作者及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支招：“精神境界”与实际需求并举 变革服务内容 将现代技术运用于空间营造

李国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公共文化机构要为年轻群体服务，首先要变革现有的服务内容，比

如重庆市武侯区文化馆探索推出了“艺创空间”，吸引那些喜欢谱曲、漫画、表演等文化艺术的年轻人进馆体验，这些都是过去文化馆服务内容里没

有的，却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其次要适应年轻人的时间特点，要为他们提供可以在闲暇时间参与的活动；最后要把现代技术运用到空间的营造中来，

为年轻人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基础性、常态性服务。

巫志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目前，即使是我国东部以及发达地区的文化馆，也难以跟上受

众需要，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一线城市面对庞大的年轻群体，更需要审时度势、重整定位，拓展服务、善用设施。其

一，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依托公共财政资源，服务项目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将国家政策的解读与年轻群体的社会化生存需要有效勾连，提升

“精神境界”；其二，注重研究年轻群体的实际需求，逐步开发出有利于拓展眼界和思考力、提高艺术素养的精品课程，丰富青年文化生活，要避免项

目和课程的窄化，更不要满足于唱唱跳跳的娱乐化倾向。其三，根据所处地域和年轻群体文化消费特点，统筹发展，细致谋划，做好布局。尤其要重

视打破制度僵化，引入更多文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人才，打造能提供综合性文化服务的人才队伍。

支招：打好“特色牌” 营造“网红”文化空间

金武刚（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中部地区可以打好“特色牌”，将公共文化机构打造成为年轻人乐于集聚、有所增

益的公共交往中心。一是想其所想，做好年轻人的文化服务工作。包括营造具备

“网红”性质的文化空间环境，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资源，组织时尚性较强

的文化活动等，增强特色化文化服务供给。二是用其所长，支持年轻人的自我服

务工作。设计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发挥年轻人的专业特长，从需求者变身为供给

者，共同参与服务供给。

针对西部地区年轻群体基数相对小的现状，文化馆要做细“均等化”工作，尝

试开发面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课程和项目。

供给关键词：更多文化带头人 与社会机构合作

顾炯杰（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党委委员）：我镇充分利用村文化礼

堂，于2016年成立新仓镇农民读书会，读书会围绕本土特色文化打造了“怀旧经

典阅读”品牌。同时把读书会与乡村振兴建设以及镇里各项中心工作有机结

合，提供各种实用的农技书籍，帮助订阅党报和科技信息类报纸，培养有文化、

有技术、讲文明的新型农民。目前，全镇农民读书会已设有村（社区）、学校、企

业农民读书分会13个，会员共3000人。现在需要更多踏实肯干的文化带头人。

倪菁茜（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文体中心负责人）：我们与当地的

一家社会培训机构合作，保证文化馆从早上 9 点开放到晚上 8 点，将许多很好

的师资纳入选择范围；专门设置了书法、架子鼓等培训课程，吸引了许多年轻

面孔加入；将目光聚焦于街道内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午间专设了白领课堂，一

经开课，效果出乎意料得好。面对年轻群体，如何引导他们成为地方文化的

中流砥柱已是重要课题。

“80后”“90后”“00后”期待怎样的文化馆

供给关键词：突入“玩家圈” 增强互动性 年轻人服务年轻人

吴榕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我们组建了一支白领团队，他们不仅是我们的特色示范队伍，还是“信息来源”和“调研员”，不断为我们提供新

鲜的文化兴趣点和需求点，很好地提升了项目实效性。我们从虚拟社区入手，突破各类玩家圈。在豆瓣、百度贴吧、微博等进行搜索，关注那些反映时代

文化潮流并具有广泛、积极影响的网络社群。插画、模型、玩具、折纸等网络社群被筛选出来。我们将这些线上社群活动在线下进行充分展示，取得了很

好的反响。但面对不断扩大的年轻群体，我们在捕捉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方面还有很多项目和机制上的短板。下一步，如何提高互动性仍是重点。

郑昕（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馆长）：目前，我们倾向于用“年轻人服务年轻人”“专业服务对接专业诉求”的思路去发展，着力将绘画、舞蹈、音

乐、阅读等常态项目打造得有趣味性、有想象力，增加年轻群体的成就感和文艺信心。要想玩转，我们还需要政府支持和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推进硬

件再造以及专馆专用，培育有成长性的项目。

张馨元（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副馆长）：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更加务实，只要文化产品和品牌活动的创意符合当下流行趋势，就可以吸引年轻人。

我馆推出的“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9剧场”，就受到了大批年轻人的青睐。未来，我们的目标是让年轻群体主动参与文化馆项目的拓建。

社交功能 艺术普及 离得近

有群体氛围
地方特色的文化内容

供给关键词：把服务送过去 网络直播

王利（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馆党总支书记）：我们一是走出去，把服务送到年轻

人身边。天府新谷“文化连锁店”充分利用午休和下班之后的时间，联合企业，为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新谷园区群众提供“年轻态文化一小时”服务。二是请进来，在

了解年轻人需求的基础上设置讲座主题，2018 年，“走近艺术”共举办了 104 场讲

座，内容从巴蜀谐剧到西方戏剧艺术，从中国传统乐器到西洋乐器，从京剧、川剧

到美声声乐。该活动通过“文化天府”APP进行预约报名并同步网络直播的方式也

受到年轻人点赞。

观点1

我去文化

馆参加活动，

还 是 喜 欢 体

验 一 些 有 区

域文化特色、

有 地 域 群 体

氛围的活动。

观点2

我从事文创开发

的工作，选择留在中部

地区二线城市的重要

原因是觉得这里更有

人情味儿。希望文化

馆能提供更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课程，能打

开渠道，让年轻人参与

文化资料梳理、开发和

推广等工作。

都市白领、青年群体有各自接触文化艺术资源的渠道，

但缺少文化体验和开展活动的场所。我们乐于了解AR、VR

等各种新技术，对人工智能等硬核话题来者不拒，也热衷于

解锁各种新技能。文化馆得用“智慧”来吸粉，如果举办有调

性、能沉浸、开脑洞的靠谱活动，我都愿意参加。

在一线城市工作，“996”是常态，闲暇时间希

望参加一些有“治愈”效果的文化活动。洋气、酷

炫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心理学相关内容更合我的口

味，希望在文化馆看到街舞、民族舞、即兴戏剧、创

意剪纸、心理座谈会这样的课程。空间距离上，当

然是越近越好。

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意识到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其实是重

要的行为参照，但我们的认识还不成熟，除了新闻媒体，也没

有哪个机构在平日里给大家深入浅出地作这方面的解读。希

望文化馆围绕我们的社会需求和知识诉求设置课程，我想会

在小伙伴中更受欢迎的。

希望文化馆能有更多艺术鉴赏、导赏、导读

的培训课程，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专业场

馆之外，还缺个“馆圈儿”叩开“美丽新世界”的大

门呢！

需求关键词

【回 应】

【专家视点】

观点1 观点2

观点3 观点4

科技范儿 创意活动 “治愈”效果

【回 应】

【专家视点】

学 生 时 代

我是个文学青

年，然而步入社

会，从事的工作

和兴趣完全不

沾边。所以特别

希望能够在家

乡文化馆找到一

个组织和大家一

起读书、分享。

说 起 文 化

生活，我们主要

是看电影或者

用手机在网络

上看一些趣味

短视频、和网友

玩游戏等，文化

馆能否给我们

提供更多有意

思的文化选择？

需求关键词

找到组织
更多选择

观点1 观点2
支招：了解显性和潜在的文化需求 加强策划和新媒体推广

王全吉（中国文化馆协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文化馆党

总支副书记）：首先，要充分了解年轻人的文化需求，包括显性文化需求和潜

在文化需求。走近青年群体、近距离了解的同时，通过数字网络平台把握年

轻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追求。其次，以艺术家的审美、策划者的视角，去策划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再次，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媒体推广。年轻

人是数字化服务的主流人群，要用好新媒体，向青年群体传播和推广文化场

馆内面向年轻人的项目，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传播的覆盖面和知晓度。此

外，要打造服务年轻人的文化服务品牌。

【回 应】

【专家视点】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王学思、杜洁芳、王彬采写，崔薇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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