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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民
文化芬芳满城乡

人民群众是否满意——这是温州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标准。温
州着眼市民美好生活需求，科学布局公共阅
读和艺术分享交流空间，构建“十分钟高品
质公共文化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触
手可及“诗和远方”。

在南瓯明园城市书房，这里实现刷脸秒
开，数字资源动态展示墙上，触屏或扫码即
可阅读观看数字资源，数字智慧型城市书房
获市民青睐；在泰顺气象城市书房，以“星
空”为核心标识，植入非遗及泰顺文化脉络

元素，设有阅读区、休闲区、木偶剧场、泰顺
石展示区等，这里成为具有当地特色的公共
文化空间；在位于南塘风貌街区的书盒文化
驿站，书籍、文创、轻食等一应俱全，还定期
举行各种文化沙龙、小型展览，成为吸引众
多居民和游客络绎打卡的网红地标。

在温州，112 座体现现代审美、凸显温
州气质的“城市书房”遍布城市各个角落，
241 家“文化驿站”为群众打造时尚化、休闲
式、体验版、互动型、文艺范的动态文化分享
空间，这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全部纳入总分
馆管理体系，被专家誉为总分馆建设的温州
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打破了总分馆体系在
体制架构内运行的局限，而且为城市居民及
游客陶冶情操、休闲娱乐提供了多样化的选
择，更是展示温州文化的窗口。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温州深知，要以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加快城乡融合，助推乡
村振兴，让城乡居民携手迈向精神富有。

温州打造“下沉版”城市书房——百姓
书屋。古色古香的仙岩伯温楼百姓书屋、现
代明亮的岭背百姓书屋、充满动车元素的潘
桥百姓书屋⋯⋯温州从特色入手，为村民量
身打造了阅读和学习交流空间，村民或携作
品到百姓书屋交流，或参与其举办的活动、
了解乡土文化，或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进行展
示，或向外地来客推介家乡特色⋯⋯百姓书
屋日益受到乡村民众欢迎，甚至成为吸引年
轻人返乡参与家乡建设的文化地标，如今，
80 家百姓书屋在农村地区延伸。一张普惠
共享、优质均衡的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网正
加快编织。

二元结合
文化品牌更响亮

新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不但“好看”，更
要“好用”，温州强化内外兼修，突出公共文
化新空间的内涵品质，融合文化导赏、艺术
表达、思想交流、生活乐趣制造和体验功能，
使公共文化充分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文化

“粉丝”群体日渐庞大。
去年 3 月，第九届市民文化节与第七届

温州艺术节不期而遇，在白鹿洲公园拉开序
幕。温州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和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活动，通过“惠民
大行动”“展演大秀场”“技艺大比拼”“艺林
大舞台”等主题活动，持续激发这座城市火
热的艺术氛围与文化创造力。8 年来，市民
文化节共举办了 2.2 万多场文化活动，线上
线下参与群众累计超 3200 万人次。今年 5
月，市民文化节迎来十年之约，通过市里主
会场和全市 12 个县（市、区）联动，为温州

“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营造浓厚的文化
氛围。

全市联动做大文化品牌，温州市民文化
节并不是个例，温州市艺术节、全民阅读节、
全民艺术普及工程，都是市县联动、贯穿全
年，常态化为群众打造“没有围墙的剧场，不
落幕的舞台”，高质量为市民举办“全民悦读
盛宴”。

同时，温州以线下活动扩大影响力，在
城市书房、百姓书房、文化驿站等地，定期举
办好书推荐、导读品读活动，开展音乐赏析、
戏曲表演、书画品鉴、非遗体验等艺术分享
活动，契合市民多层次、个性化文化需求，吸
引群众广泛参与。

以线上服务扩大覆盖面，阵地活动同步
开通网络直播，实行站点“圈粉”行动，通过
线上线下互动和站点区域联动，每个场馆开
辟了二元活动空间，每年线上参与群众达数
百万人次。

三方合力
全民参与共美好

温州以多主体对接多元化，多系列满足

多样化，多选项适应多变化，政府主导、专业
管理、全社会参与，形成公共文化服务“共
建、共享、共赢”良好局面。

以政府主导强化制度保障，温州出台
《城市书房建设和管理办法》《温州市全民阅
读促进条例》《温州市文化驿站扶持补助办
法》等，将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纳入市、县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保障财政投入；以专
业管理强化服务保障，将符合条件的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纳入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
实现标准化专业管理；众人拾柴增亮文化之
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更为公共文化建设
注入源源活力。

就在上周，苍南县文化馆公益大联盟牵
手乡村艺术团，全民艺术普及基层行系列活
动在一曲热情洋溢的民乐合奏《玉苍山印
象》中拉开序幕。5 天时间，20 余场学习交
流，500多名学员纷纷登台，带来民乐合奏、
歌曲、舞蹈、模特走秀等演出。“听了老师的
讲解和指导提高很快，下次有这样的活动，
我还要来参加。”参与演出的学员刘玲说。

为解决乡村艺术团专业艺术人才相对
缺乏、人才队伍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温
州创新服务理念和方式，让“公益大联盟”牵

手乡村艺术团。“公益大联盟”招引高等文艺
人才，联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积
极为乡村艺术团解决师资难题，培养出一支
德才兼备、形成梯队的文艺队伍。以苍南为
例，今年以来，苍南县文化馆已组织公益大
联盟开展各类辅导、展演等文化活动100余
场，为基层群众送去家门口的艺术大餐，促
进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优质共享。

以上只是缩影，温州出台《关于深化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
施意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建设
与管理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空间，社会
参与率分别达到 88%和 49%。在公共文化
空间的设计与布置上，也向社会广泛征集意
见并招募志愿设计师，采纳各种节能、高效、
便民以及有创意的想法和设计思路，凝聚社
会集体智慧力量。在遍布城乡的城市书房、
文化驿站之外，利用社会力量共建而成的民
办博物馆群也各具特色、遥相呼应，让人文
艺术、城市风情、历史遗迹交融相生。在民
办博物馆群举办的青灯市集全国美学大会，
年均吸引全国百余城市近40万名粉丝前来
参加。

(图片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家门口的城市书房、特色各异的

百姓书屋、丰富多彩的文化驿站⋯⋯

在温州，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

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百

姓精神共富之路正越走越宽。

近年来，温州市锚定“打造在全国

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文化高地”这一战

略目标，持续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强化政府主导，

深化社会参与，坚持共建共享，加快建

设普惠共享、优质均等、高质量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群众文化体验感、获得

感不断增强。

温州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工作

经验在全国公共文化领域重点改革工

作总结部署会上获高度肯定，并在全

国示范推广，其中城市书房先后被 29

个省市的 200 多个城市学习复制。温

州市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高分荣膺“东亚文化之

都”，获评全国唯一的“全民阅读示范

城”，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

乐清·清和书苑乐清·清和书苑

城市书房（市府路城市书房）

全力打造“奔富路上”的文化样板
——公共文化服务温州“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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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家庭图书馆
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山海含芳远，书香咫尺间。自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以来，温岭市
图书馆为了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创新
推出“家庭图书分馆”建设，2016年至今，在
全市建设了 400 多家家庭图书分馆，并计
划每年建设、提升 10~20 家，成为构建市、
镇、村、家庭四级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重要
一环。

何谓家庭图书分馆？是指志愿者在自
己的家里或机构设立图书分馆，以“公共资
源+社会力量”义务为邻里和社会开展阅读
服务的一种总分馆制模式。

走进林辉家庭图书分馆，4 层家住小楼

的一楼和地下室共上百平方米空间，阅览
区、活动区、借阅区井然有序，干净整洁。
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口放着一台“刷脸”借书
机，才让人感觉到这有别于家庭书房。地
下室灯火通明，5 个小朋友正在阅览区的大
书桌上做作业。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说
道：“我们想看的书，只要跟林辉叔叔说一
声，他就会帮我们从温岭市图书馆借来，可
方便了。”

在渐浓的全民阅读氛围中，越来越多的
社会力量为共建书香温岭献力。借力当地
文旅融合发展的东风，文旅图书馆分馆也风
头正劲。比如，位于石塘镇栖衡石舍民宿的
家庭图书馆，共有藏书 2000 余册，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翻阅书海，共享美好。

“家庭图书分馆的建立，不仅让公共图
书馆的资源‘走出来、用起来、活起来’，而且
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弥补公共资源的不

足，大大提升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温岭相
关负责人指出，当地还编撰通过了台州市地
方标准《家庭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规范》，为高
质量打通城乡百姓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指引方向、保驾护航。

台州市图书馆：以人为标尺
构建全生命周期阅读服务体系

台州市图书馆自开馆伊始就致力于构
建“全生命周期”阅读体系，以“品牌”的力量
植根群众心中，以“体系”化串起生命全周
期，最后实现全民阅读的终极目标。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阅读诉求，为了
提升群众的阅读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以

‘读者年龄’为纬线，以‘读者活动’为经线，
以‘阅读空间’为交点，打造童萌汇、嗨皮小
书坊、ta 的故事—真人图书馆、乐龄 e 课堂
等涵盖终生的阅读品牌，形成了‘点、线、面’
公共图书馆阅读立体品牌矩阵。”台州市图
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顺着读者年龄的时间轴，台州市图书馆
向人们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阅读体
验。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提供阅读
服务，与妇女儿童医院合作，推出“新生儿阅
读大礼包”，给初为人父人母的家长提供阅
读培训，为新生儿提供读物，办理借阅证等；
随着婴儿的成长，可至馆内参与“童萌汇”小

书坊、嗨皮小书坊等共读活动；接着是听讲
座、观展览、看真人图书、书友会交流探讨
等；而针对老年人的乐龄 e 课堂，同样让退
休生活因“书”而悦；依托“汽车图书馆、和合
书吧、和合 e 书吧”等“十五分钟”公共阅读
服务网络，主动深入学校和社区；以“数字化
改革”为契机，构建数字阅读平台，打造跨阅
读场景，推动整个城市成为智慧阅读场所，
从而涵盖所有群体，“时时处处”构筑起一个
个文化风景线。

服务读者是每一个图书馆存在的首要
意义，涵盖终生的阅读推广体系是对无差别
服务全体市民理念的体现。台州市图书馆
根据不同阶段的特性设计阅读推广品牌活
动，使得不同年龄的群体在阅读过程中更容
易产生共鸣和交流，这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
于精神文化的更高层次需求的有力举措。

台州文化馆：打造“文化超市”
让美育润物无声

作为台州市文化馆的品牌公益文化活
动，“文化超市”自2008年正式落地，旨在为
广大群众精准提供一系列精细化、个性化的
公益性艺术培训服务，通过不断迭代升级，
从单一阵地的线下培训到横向联动社会机
构、纵向打通市县乡村四级网络，再到如今
广泛应用现代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手段、线上

线下同步推进的 4.0 版本，成为推进台州全
民艺术普及的生动实践。

台州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指出：“真正
要做到全民艺术普及，单靠市文化馆一家之
力是无法做到的，必须要联合全市文化馆

（站）的力量，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
与，共同播下艺术种子，激活造血功能，让文
化服务更好地向基层末梢延伸，真正实现文
化甘露滋润城乡。”

为此，除了遴选当地优质艺术培训机构
作为市文化馆分馆，提供免费艺术培训课程
外，台州市文化馆还广泛吸纳大学教师、文
艺名家、艺术老师作为“文化超市”公益艺术
培训教师，让社会力量源源不断地给养公益
艺术培训沃土。

台州市民乐团团长、二胡演奏家张觉平
于 2018 年加入“文化超市”公益培训，担任
二胡成人、少儿班老师。他说：“‘文化超市’
为我们民乐团提供了另一个展示自我、发挥
自我的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乐教
学，帮助学员培养兴趣、陶冶情操，同时自己
也打开了一扇窗户，与社会形成更大的接触
面积，让更多的人关注国乐、爱上国乐，领略
中国传统文化的悠远深长。”

学员在得到艺术滋养的同时，也积极活
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借助登台演出和创作
作品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形成了“文化超
市”公益艺术培训服务完整的闭环。

据统计，15 年来台州市文化馆共举办
30 期“文化超市”，培养业余文艺骨干万余
名，牵引城市文化指数节节攀升，跑出了台
州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加速度”，为台州
市成功创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贡献了亮点。

台州是一座被文化浸润的城市，历史源远流长，资源禀赋优异，是东海之滨的

璀璨明珠、光耀史册的红色沃土、人文厚重的文化名城。

紧紧抓住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良好契机，围绕建设“台州特

色、东部示范、全国领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总目标，台州全面部署、全域同

创，文化设施建设高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高质扩面、体制机制创新高点突

破，以优秀成绩创成了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让公共文化空间“处

处可去”、公共文化服务“人人可及”，成为一种常态。

文化超市汇报演出——民族舞1班《渔光曲》

追着阳光，打造文化高地润富“台州样本”
陈潇奕 孔 也

(图片由温岭市文广旅体局、台州市文化馆、
台州市图书馆提供)

(图片由温岭市文广旅体局、台州市文化馆、
台州市图书馆提供)

半山书屋家庭图书馆

“和合约书·好书共读”活动驻点台州市图书馆开元和合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