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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艺术是群众精神层次的表
现，也是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
往和追求。群众文艺要“活”起来，关键
一条就是要紧贴群众。入夏以来，全市
各乡镇（街道）举办的一场场文艺演出，
让大家在观看中受到教育和熏陶，充实
了市民文化艺术生活，传递了正能量，更
有效拓展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今天村上大舞台又演出了，晚上一
起去看戏吧。”日前，句容下蜀镇亭子村
村民一大早就在口口相传这一喜讯。夜
幕还未降临，村民们便早早来到大舞台
前等候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演
出。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但演员们载
歌载舞，为家乡父老动情演出，赢得阵阵
掌声。

“那个老头的扮角演得真到位，情绪
很丰富，《先锋第一帆》这个节目真是太
震撼了！”演出现场，不少观众发出这样
的感慨。殊不知，舞台上老头的扮演者
王伟是名退役军人，退伍后在下蜀村、沙
地村村委会工作，负责安全生产、水利建
设等工作。

舞台创作演出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的重要手段，作为一名“门外汉”，能上台
参加舞蹈表演，王伟得益于“乡村（社区）
文艺播种计划”。在排练《先锋第一帆》
节目时，喜爱文艺的他得到来自句容市
文化馆专业舞蹈老师的指导，从基本功
开始训练，逐渐变成“专业演员”。目前，
他已多次亮相下蜀和市级舞台并获奖。

过去，组织文艺下乡，多是主动“派
餐”，群众需要什么，文艺工作者并不了
解。如何确保文化惠民受群众欢迎？从
2019 年 7 月开始，我市启动了“乡村（社
区）文艺播种计划”。各辖市区文化馆、
文化站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提供“点餐”式
服务 ，实地摸排了解基层群众文艺爱
好，从器乐、声乐、舞蹈等6个方面征集群
众文艺需求，量身定制各村的文化服务
项目。

文艺专业人员结对辅导基层文艺团
队，全面提升群众文化艺术素养、艺术技
能和审美水平。“文艺播种计划”实施以
来，全市 610 多个乡村、社区，组建了超
300人的志愿团队，志愿辅导服务7000余
场，培育了约 600个业余团队和个人，惠
及25万基层文艺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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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塑魂，提升城市品质；以艺为宴，融入百姓生活

文化惠民，有力支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
本。”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
慧、增强本领，是新时代每一位奋斗者的
必由之路。打造书香镇江，丰富多彩的
阅读活动必不可少。

“共产党人的信仰，源于远大理想的
召唤与初心使命的鼓舞，是百年来我们
党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奋勇前进的强大
动力。”近日，句容茅山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联合丁庄万亩葡萄合作联社举办的
一场红色阅读分享会活动正热烈地进
行，一位青年党员娓娓道来。活动现场，

“文明实践·党史读书角”书架格外引人
注目，各式各样的党史书籍整齐地摆放
在书架上。

为倡导全民阅读，深入推进“书香春
城”建设，着力解决村级农家书屋利用
率、借阅率不高，农户就近看书难等问
题，今年茅山镇创新推出“葡萄架下的红
色阅读”项目，将农家书屋服务下延、阵
地前移。在田间地头设立阅读点，让

“小”平台发挥出“大”能量，培养农户多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习惯，引领
了乡村阅读新风尚。

6月 7日，我市举行“强国复兴有我”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活
动发布了包括“喜迎盛世、奔跑奋进”文
心系列演出季、“文化荣光书香镇江”系
列阅读活动、“2022 金山文化艺术·国际

旅游节”、“淘文化网”喜迎二十大系列群
众性演出等在内的 7 大类 185 项重点活
动。

“强国复兴有我”宣传教育活动全面
拉开镇江社会各界喜迎二十大系列主题
活动的序幕，充分展示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激
励和动员全市人民以昂扬的精气神向着
现代化新镇江激情奔跑。

7月2日上午，以“阅读新时代喜迎二
十大”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江苏书展镇江
分展活动盛大开幕。书展期间，面向不
同人群，主办方用心策划了130余场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分享活动，在全市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
围，让市民尽享阅读的乐趣。

7月29日，界牌镇五个社区的青年干
部、居民朋友汇聚一堂，共同参加“喜迎
二十大，书香润万家”界牌镇2022年度农
民读书节启动仪式。把共建“书香界牌”
纳入文明城市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让好书走进百姓家庭，丰富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阅读已成为界牌人生活的
一部分。

文化志愿者担负着让人民群众在文
化熏陶中感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弘扬
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
量的崇高职责。全市各条文化战线的志
愿者们各展其能的精准服务，受到基层
群众热烈欢迎。

7月 26日上午，市委常委、市委宣
传部部长、市委秘书长陈可可走进市委
宣传部结对共建的润州区七里甸街道新
城社区调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建
设，以普通党员志愿者身份参加宣传部
机关党委“‘红宣’志愿行 情暖百姓
家”集中志愿服务行动，送文化、送新
风进社区。

根据文明实践活动和人民群众需
求，发挥结对共建作用，进一步打通贯
通联通，形成整体合力，将新城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成典型和示范。通
过志愿服务活动激活队伍，不断丰富活
动形式，让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实践，为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构筑“大爱镇
江”发挥更大作用。

6月 11日，丹徒区摄影家协会的摄
影志愿者来到荣炳盐资源区种粮大户沈
填证家和上党镇敖毅村黄桃种植户程怀
银家，继续跟踪拍摄稻米、黄桃田间管
理。在沈填证家的田头，摄影家们详细
了解了育秧、起秧、机插过程，拍摄了
沈填证的劳动过程，并向沈填证赠送了

过去拍摄的照片。在黄桃种植户程怀银
家，摄影家们了解到今年早桃因开春雨
水较多、桃花授粉不足而歉收的情况。
拍摄照片后，大家当即在朋友圈发布信
息，呼吁市民朋友在中桃成熟时前来品
尝、购买。

由丹徒区摄影家协会打造的“跟着
农民拍 帮着农民销”公益志愿摄影活
动，长年关注“三农”建设，用细腻的
镜头、独特的视角讲述“三农”故事，
用精彩的瞬间图片帮助农民销售农产
品，以影像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这些大学生，实际上就是新时代
的一支文化‘轻骑兵’，也是助力古镇
乡村振兴的一支‘生力军’。我为他们
点赞。”站在一幅色彩艳丽的“民族要
复兴，乡村必振兴”墙绘画前，宝堰村
相关负责人赞不绝口。

宝堰历史悠久，现存有新四军四县
抗敌总会所纪念馆、新四军一支队司令
部旧址等，被史学家称为“江南抗战第
一镇”，是一座“红色古村”。6 月 21
日，江苏科技大学组织 30多名大学生，
到宝堰村开展“手绘乡村·青春行动”
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设计、绘制
了生动活泼、主题鲜明、富有新意的文
化墙，为乡村“各美其美”贡献青年力
量。

本报记者 马彦如

从文艺演出送到乡村田头，到七彩夏日的缤纷阅读；从摄影家
们以影像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到市领导当起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夏日如火，镇江的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同样红红火火。连日来，
镇江的文化“触角”延伸到全市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让
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文化惠民的福利，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
新时代文明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点餐”式服务，让群众文艺“活”起来
文化的种子，种入镇江乡村大地；文化的盛宴，融入百姓
生活

以点带面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全覆盖，一幅幅美丽乡村
文明画卷正徐徐展开

文艺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用书香涵养城市的活力、温度和品质，营造出“群众在哪里，文明
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的社会氛围

书香涵养城市活力、温度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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