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一体
高规格建设文化空间

平湖地方文化学者邓中肯，同时也是平
湖智慧书房介庵书院的轮值馆长、“跟邓老
师一起搞研究”品牌的创建者。他带领了一
支“研究生”团队，除了在书房上课，还去农
民家里和田间村头采访。

5 月 19 日，“金平湖 慧阅读”社会轮值
馆长工作会议在平湖召开。“全市 18 家智慧
书房都实现了轮值馆长全覆盖。轮值馆长
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开展特色活动，参与书
房日常管理，着力建设‘一书房一品牌’，在
社会上取得了良好反响。”平湖市图书馆馆
长谢红叶介绍。

城乡居民走出家门，步行不超过 15 分
钟，就能进入图书馆、博物馆或文化馆等公
共文化场馆和公共文化空间，接受文化熏
陶。目前，平湖已建成智慧书房 18 家、礼堂
书屋 28 家、乡村书吧 14 家。针对智慧书
房，平湖创新打造金平湖智慧书房“慧阅读”
服务品牌。“轮值馆长制度是‘慧阅读’服务
品牌今年的新尝试，比较接地气，深得群众
喜爱。”谢红叶说。

提前谋划整体布局，高标准建设公共文
化设施。“根据《“十四五”平湖市文化旅游体
育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平湖按照“双核(东
湖、明湖)、两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江长三
角科技城）、多点（镇、村、企业）”的总体方案
进行全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全域推进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从“点、线、面”3 个维度
植入公共文化空间内容。”平湖市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平湖东湖核心景区，有一个以围棋文
化为核心的“当湖十局”主题公园，总用地面

积约23亩，环境怡人。
“落子乃有仙气，此中无复尘机，是殆

天授之能，迥非凡手可及。”说的就是 300
年前，范西屏与施襄夏两位围棋圣手在平
湖鏖战十余局，留下了“当湖十局”的故事。

近年来，平湖建设围棋公园、做大围棋
品牌，成功创建为“中国围棋之乡”。虽是工
作日，但晚上前来公园内白雪棋社学习的小
棋手和家长依旧不少。作为平湖市第六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当湖十局”主题
公园已成为平湖宣传普及围棋文化的重要
场所。

以人为本
高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78 岁的新仓镇退休老师俞雷是农民读
书会的“常客”，退休后的他喜欢去村里的图
书室看书。在他印象里，平湖的农民读书会
是从 2016 年开始的，会经常性举办一些读
书活动。

农民读书会是平湖市从农民群众对精
神文化新需求出发，在全市范围内打造的最
基层、最接地气的全民阅读阵地之一。

2021 年，平湖市农民读书会入选了浙
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截至目
前，全市已组建农民读书会 400 余个，骨干
会员 1 万余人。谢红叶在新仓镇文化站工
作过 7 年半，新仓镇农民读书会就是在她手
里组建运行起来的。“现在农村的物质生活
水平不断改善，读书会这样的活动刚好弥补
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短板。”

农民读书会有的设在农民家，有的设
在企业，还有的设在文化礼堂、农家书屋、
党员先锋站。除了打造平湖经开耘庐农民
读书会、曹桥街道桥边故事会、广陈镇孟坚
农民读书会等一批富含地方特色的农民读
书会阅读子品牌外，平湖的农家书屋利用
率较农民读书会成立前普遍提高 30%以
上。

农民读书会还助力平湖成功创建全国
首批“书香城市”，有效改善了农村阅读环
境。平湖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
民读书会星级评定及“一镇一品”阅读品牌
推广。

今年，嘉兴市根据平湖典型经验，在嘉
兴全市范围内推进农民读书会建设。平湖
市将以“完善一个星级评定奖励办法、打造
一批农民阅读品牌、选树一批‘民’星会员、
带动一群农民书友”为工作计划，做好扩面
提质工作，为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提供精神
支撑。

多元协同
高标准探索长三角一体化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由平湖市和上
海金山区跨省打造的红色文化精品剧目、大
型多媒体史诗剧《转角湾》开启平湖微信朋
友圈“刷屏”模式，在线观看和转发量达 50
万余次。而这，只是平湖实践长三角公共文
化一体化战略的一个成功案例。

近年来，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的部署下，平湖金山两地文化和旅游部
门全面深化合作，每年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60 余场次，不断推进两地文化和旅游先行
先试。2019 年 6 月，平湖和金山签定协议
共建“金平果”文化品牌，《转角湾》正是该文
化品牌2021年的一项重要合作内容。“金平
果”文化品牌荣获 2021 年嘉兴市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优秀创新案例。

因为地缘相近、方言相通，平湖与上海金
山区、闵行区等地相继建立长三角公共文化
一体化发展合作关系。“全年开展文旅宣传推
介、全民阅读、跨省马拉松、西瓜灯雕刻、文化
人才互育等长三角一体化文化交流活动 70
余场次；构建长期稳定的平湖金山各镇、街道
联系挂钩交流合作机制，共建两地文化资源
配送库，丰富两地文化产品供给。”平湖市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十四五”期间，平湖将全力打造“长三角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重点开
展“四大工程”即公共文化“金阵地”升级工
程、公共文化“金机制”引领工程、公共文化

“金品牌”铸造工程和公共文化“金队伍”壮
大工程；同时打造 4 个特色项目，即公共文
化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网红型”城市
公共文化空间、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
行镇建设和全国领先的“农民读书会”示范
项目。强精神，润心灵。打造共同富裕的公
共文化样板，平湖一直在路上。

浙江提出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省，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到

2025年，浙江将建成城乡一体“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嘉兴平湖深知公共文

化服务事关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滋养，事关提升共同富裕成色，提高工作目标至建

设城乡一体“10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作为全省首批 8 个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先行县创建对象，平湖正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以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打造共同

富裕的公共文化“平湖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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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湖“慧阅读”社会轮值馆长合影

延伸艺术触角
打造更多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人们常说，想要感受一个城市，就应该
去看这座城市的美术展览。漫步鄞州区，可
以看到一个个博物馆、美术馆渐次建造而
成，一个空间就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其中不
乏颇具个性的民间美术馆，它们携带着强烈
的个人艺术取向，崭露头角，体现了一座城
市的多元审美，成为滋养公共文化的新供
给，反映了当地的文化活跃力。

走进鄞州区寸土寸金的南部商务区，汇
港美术馆就位于汇港大厦的一二层。作为
一家标识着馆长个人鲜明审美取向的民办
美术馆，十年来，该馆除了学术探讨和美术
展览之外，更专注于本土新锐艺术家的挖掘
和推广，因此烙印着鲜活的地方人文特色。

办一家民间美术馆，耗资不菲。而汇港
美术馆之所以能够持续十年多的正常运行，
依赖的是汇港集团雄厚的资金支持。馆长王
兆春，正是汇港集团董事长，他表示：“这是一
座属于城市每一个人的美术馆，我们一直坚
定美术馆的公众教育特性，致力于将‘艺术即
生活’的生活方式带到城市和居民身边。”

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
号。在鄞州，还有诸多形态新颖、规模各异
的文化空间散落其间，于细微处丰富着当地
的文化生态，让人们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感
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地方文化辨识度。

走进千工甬式家具博物馆一楼，曾获得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船鼓正摆放在进门
最醒目的位置。整个博物馆，浓缩了吴慈父
子多年的收藏珍品，展示了千工甬式家具的
文化历史和演变过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
追求日益增长，更多的社会力量也涌入公共
文化领域，崛起了一座座美术馆和博物馆，
打造出一个个文体新空间，激活了城市与人
的交流，唤起人们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和集体
记忆。

培植艺术乡村
以艺术赋能新时代乡村振兴

在东钱湖镇城杨村品尝薇姐的手作点
心，去东吴镇天童老街寻觅“海丝”遗迹，到
咸祥镇感受那片梦幻蓝海⋯⋯今年“五一”
长假，虽受到疫情影响，“网红”打卡点比往
常节假日冷清许多，但艺术振兴、村民赋能
的“网红村”依然成为不少市民漫游“家门
口”的首选。

鄞州区以艺术乡村建设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创新的载体，先后打造了东钱湖镇城杨
村等十余个艺术振兴村社，激发村民参与热
情，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用艺术点亮乡村振

兴。
“艺术不仅只属于城市。”位于宁波东钱

湖南端、四面环山的城杨村，正依托独有的
乡土文化，巧借艺术的植入与表达，焕发出
新的生机。

年过 80 的老木匠杨纪岳，在家里开了
“博物馆”，展示他亲手制作的微型红木家具
和木雕作品；能编织漂亮草帽的村民应明
菊，把原来的柴草间建成了“帽语馆”⋯⋯城
杨村里的“能工巧匠”们，在艺术专家的指导
下，用老底子的手艺赋能艺术乡村建设，成
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丛志强教授指
出：“我们强调艺术赋能村民，是要激发当地
村民的创造性，将他们转化为公共文化的供
给主体，既盘活老百姓的家庭空间作为共享
空间，又能将村民的‘小文化’转化成‘大文
化’，一举多得。”

深入到具体实践中，真正能够激发村民
参与到公共文化共建，关键在于“自我造血
机制”的搭建。为此，城杨村引入了“隔代陪
伴创业”的乡创模式，一面是展示村民老底
子技艺的文化空间，一面是搭配咖啡、文创
快消品的消费环境，将村民打造成当地文化
的“代言人”“传播者”，在振兴乡村文化的同
时，实现惠民增收。

如今，艺术乡村建设已然成为鄞州乡村

振兴发展的文化自觉和创新实践，在提升“软
实力”的同时，开辟出更多的共富新场景。

激发社会自洽
让城市“文化森林”更茂密

近日，樊登读书会分享交流活动在东胜
街道的郁金香·堇书房举行，这是东胜街道和
鄞州区合作共建的城市书房，集公共阅读区、
初心咖啡吧、小型会议室、培训沙龙区于一
体，今年3月建成，有藏书3700册，可实现全
市通借通还。

“公共文化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营造好
的环境不断去滋养、去补给、去激发，鄞州立
足于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进一步厚植发展
沃土，推动形成了社会自洽式的文化生态，
实现了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环。”鄞州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鄞州正着力推进省委、省政府
的“浙文惠享”民生实事工程，建设 106 个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5 个乡村博物
馆、3个城市书房和1个文化驿站。而“鄞州
晚七点”，正是活化利用这些文化空间载体
的生动写照。

截至目前，“鄞州晚七点”已开设 51 个
精品课程，如钢琴赏析、王阳明心学、甬式家
具设计、中医养生、外国文学翻译等。并且，
每个精品公益文化课程开展过程中都建立
了社群，便于系统化知识框架的传播，同时
也提供了高质量的社交渠道，让趣味相投的
陌生人笑谈“诗和远方”，共筑精神之乡。

一年来，全职妈妈邵丽丽和女儿经常出
现在鄞州区图书馆、鄞州书城等文化空间，
她们是“鄞州晚七点”的铁粉，邵丽丽说：“古
诗词、民乐、党史故事等，内容可丰富了，女
儿也非常喜欢听。”

不仅如此，为了让群众能够更便捷地享
受到高品质的文化服务，鄞州还在开展全民
阅读活动、全民艺术普及活动、全民健身运
动和全民科学普及等服务中不断提升普及
率和触达率；优化“天天演”演出供给，拓展

“艺起来”培训，开展“艺起来”巡演，推出“美
育进楼宇”品牌活动等“流动式”文化输送，
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探索与实践。

（图片由宁波市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

宁波市鄞州区不仅是民营经济活

跃的热土，同时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以及浓郁的文化氛围。如何进一步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城乡人民提供

高品质的生活？这是鄞州区破题城乡

精神共富的关键所在。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近年来，鄞州区全面深化

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成果，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

体化，构筑出面向未来的文化新优势，

积极打造公共文化设施样板区、公共文

化服务引领区、公共文化效能先行区，

为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

行省，提供了建设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城

市与乡村文化繁盛的新图景。

书香鄞州书香鄞州 悦读大会悦读大会

鄞州：锚定精神富足 守住城市与乡村的“根”
陈潇奕陈潇奕 徐子胭徐子胭 贾嫣娜贾嫣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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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晚七点鄞州晚七点””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图片由平湖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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