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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蒋文娟 赵之辰

近年来，我
市文化系统主
动顺应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聚焦高
效能服务、高品
质供给、高水平
治理，加强精准
施策，从提升

“软件”入手，围
绕知晓度、便捷
度、参与度、多
样性、吸引力、
满意度六大维
度，积极创新探
索可示范、可复
制、能持续发展
的公共文化服
务经验，持续推
动文艺惠民活
动深入开展。今
年四月以来，

“文艺播种计
划”已在城乡各
地开办文化志
愿辅导 500 余
场，文艺播种志
愿者队伍不断
扩大，愿意且乐
意接受文化辅
导的群众日渐
增多，群众在业
余时间自创自
导自演文艺作
品，已融入生
活，成为娱乐交
际的重要组成
部分。

鼓励群众和辅导老师同台展示

“文艺播种计划”催生文化生态链

镇 江 是 赛 珍 珠 的 “ 中 国 故
乡”。今年 6月，为纪念“沟通东
西方文明的人桥”赛珍珠诞辰130
周年，市赛珍珠研究会策划出版
了 《永恒的赛珍珠——刘龙先生
文札选集》《再见赛珍珠》 两本
书。日前，《永恒的赛珍珠》编写
组成员董晨鹏、裴伟以及刘龙的
家人、朋友、学生等，与书友们
从不同角度分享刘龙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启中国赛珍珠研究事业，
筚路蓝缕，值得铭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

阅读大会的贺信中希望‘孩子们
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
成长’。我们要把贺信精神贯彻落
实到阅读推广的实践中。”市新闻
出版局副局长赵舒介绍：“暑期是
青少年阅读兴趣培养和推动亲子
教育的好时机，我们开展了以

‘书香少年’为主题的系列阅读活
动，各级阅读阵地也都积极参与
进来，从图书馆到农家书屋，从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到各地阅读
新空间，大家一起参与，进一步
提升城市的书香气质。”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
发展，我市进一步做好“文
化+科技”融合发展文章，打
造了“文化在线”公共数字文
化共享平台，推进线上和线下
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其公共文化数字服务效
能位居全省前列，“文化在线”
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新模
式被评为“江苏省智慧文旅示
范项目”。

市文广旅局公共服务处
处长胡艳介绍，我市率先探索
建成江苏省首个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社会化运作网络平
台“淘文化网”，由文化团队
上网当“店主”，群众网上选
演员、淘节目，政府根据评价
购买服务。目前有 161 个文
艺团队的 569 个节目供群众
选择，实现了“百姓点单，政府
买单，团队竞演”，每年通过网
站送演 50多场。同时群众也

可以评选最喜爱的节目，倒逼
团队多创精品节目、迎合大众
喜好。

在此基础上，整合图文博
美等场馆数字资源，全面实施

“文化在线”供给新模式，开通
活动预告、场馆预订、艺术普
及、数字展馆等功能，市民可
通过网页、微信等渠道随时随
地获取文化活动预告信息、预
约参与文化活动、预约文化场
馆、在线抢票、在线观看文艺
演出、艺术培训、讲座视频、浏
览书画艺术展览等。从看文
字到看视频，再到看直播，实
现了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信息
可发布、需求可征集、内容可
观看、过程可监管、结果可评
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大力提升了全民艺术普及成
效，也为广大群众参与公共文
化活动提供了新途径。

为
打 造 深

化 国 家 公
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创新
发展新亮点，市文广
旅局从标准化、特色

化、数字化、社会化四个维度入
手，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接
受能力及闲暇时间，组织开展

“从小爱场馆”文化活动，综合
运用解说导览、专题讲座、展览
展演、动手实践等方式，组织青
少年群体进入图文博美等各类公
共文化场馆，将公共文化场馆打
造成“课后乐园”，以提升青少
年精神素养，树立民族文化自
信。

活动以全市 32 家图文博美文
化场馆以及 56个乡镇 （街道） 文
化站为主要阵地，营造别具一格
的场馆环境、挖掘地域特色的文
化资源、策划丰富多彩的社教活
动，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场馆活

动，丰富“双减”后的课外学习
生活。目前全市 27个公共文化场
所被评为具有人文关怀、审美品
位、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力的

“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是
“从小爱场馆”文化活动的重要
阵地。

为提高服务质量和实效，市
文广旅局联合市教育局开展供需
对接，以需求为导向，征集发布
活动资源 235 项，推动该活动成
为 2022 年全市民生实事项目之
一。各级文化场馆结合全民艺术
普及、全民阅读、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等文化资源策划活动内容。
如镇江市图书馆“书海寻宝”让
青少年在游戏中学习检索定位图
书，镇江博物馆“小小策展人”
带来文博职业新体验，镇江民间
文化艺术馆“非遗伴我成长”可
以“零距离”接触非遗等。通过
趣味性、知识性兼备的活动，最
大限度满足青少年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帮助青少年更好地
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
化认同感和自信心。

七夕节，在万达广场举行
的“运河·非遗·展演”镇江非
遗文创集市“七夕专场”主题
活动中，剪纸、面塑、铜版彩画
等本地非遗传承人进行了现
场展演，让市民近距离体验镇
江非遗文化。在文创展卖区，
恒顺文创冰淇淋、现场展示的
精美有趣的我市多家文创产
品，引得市民纷纷驻足。“看得
见、尝得到、摸得着、能体验、
可带走”的镇江非遗文创集市
七夕专场活动，让市民感受到
了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

伴随着群众文化参与度、
荣誉获得感的提升，伴随着基
层文艺团队专业化、特色化水
平的提升，镇江打造“送文化”
到“种文化”，再到“创文化”的
这条生态链也愈发牢固，坚
守让公共文化服务成果普
惠广大群众的初心使命，

“全民艺术普及 城乡播种
行动”文化品牌也逐渐成
形。

从公共文化服务城乡
一体化发展入手，我市将
优质文艺资源向基层倾
斜，开展“摸需求、结对子、
种文化”活动，切实根据群众
需求服务基层一线，逐步形成
了镇江特色的“文艺播种计
划”文化志愿服务品牌，被省
委宣传部评为全省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创新奖，助力镇江文
艺事业形成一条高质量、可持
续的发展道路。

为了确保计划高质量实
施，文旅部门组织各镇（街道）
文化站工作人员先期深入社
区、乡镇，走进千家万户，共汇
总基层群众、文艺团队 615 项
文艺需求，让“点餐式”服务替
代“填鸭式”灌输，做到按需供

给，提升文化惠民精
准度；招募文艺播种
志愿者，建立志愿辅
导教师资源库，为每
位辅导老师购买保
险，加强文化服务人
员的安全保障……以
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为

“食材”，以文艺播种
志愿者为“大厨”，做
到“巧妇善为有米之
炊”，将丰盛味美的文
化大餐送入寻常
百姓家。

如
今

文
艺 播
种 志 愿 者
队伍不断扩大，
群众在业余时间自创
自导自演文艺作品，
已融入生活。在做好常态化
文化服务的基础上，年底还将
开展“展演式”文艺评比活动，
鼓励群众和辅导老师同台展
示，以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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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提升城市的书香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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