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供给
打造城乡融合新气象

漫步柯桥城乡，你会发现，一个个新颖别
致的文化空间藏于大街小巷、村落道口，于静
谧或繁华之处，倏然点亮老百姓的精神世界。

位于柯桥区马鞍街道滨海大河游步道附
近的城市书房，一经开放，便成为当地人茶余
饭后的好去处。据介绍，这座城市书房总面
积约300平方米，内有藏书10000余册，涵盖
图书馆、新华书店、饮品轻食、文化创意产品
等多种业态，并纳入绍兴市公共图书馆“一卡
通”服务系统，读者可使用自助借阅设备免费
借阅，自开馆以来日均人流量约300人次。

“白天我在附近的园区工作，晚上就来这

里看看书、充充电，补给精神食粮。”朱先生认
真翻阅着手里的编程书籍，喃喃说道。

不只是城市书房，柯桥正以步行15分钟
的距离为半径，串联文化礼堂、综合体文化消
费业态区、新型阅读空间等载体，“画”出一个

“品质文化生活圈”，形成了一个极富活力的
社区文化聚落。衔接好城市与乡村的文化需
求，通过硬软件结合让群众常态化享受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让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日渐丰
盈，努力打开“群众天天有活动、村（社区）月
月有赛事、镇（街道）年年有节会”的群众文化
活动局面。

比如，由废弃垃圾中转站改建成的“有书
会”，亲子阅读区、展览区齐全，已经陆续举办
了百余场各类文创活动；“鉴湖园”城市书房
设有健身房、书画社，家庭教育分享会、领读
者品牌活动等多项活动风生水起；钱清城市
书房设有咖啡区和自助服务区等，为喜好阅
读的市民提供了一处心灵港湾；去年新春莲
花书场推出“柯好戏——百花好戏贺新年”系
列活动，连番上演精彩剧目⋯⋯

从柯桥区文广旅游局了解到，今年柯桥
区从三个方面全力推进2022浙江省民生实
事项目“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一是
建强队伍，推选出一批市级文化能人和文化
示范户，组织基层文艺骨干专业技能业务培
训，增强业务能力；二是抓实阵地，以122个村
社为中心，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文化

空间，推动“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内的设
施提档；三是优化服务，紧扣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每周定期开展文化讲座、艺术培训、文
娱表演等活动，通过小程序、广播等平台广而
告之，让更多百姓了解并参与到“15分钟品质
文化生活圈”建设中来。如此，将原有的城市
文化地标与社区文化资源紧密连接，让公共
文化服务延伸进社区（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生
根发芽，构建出更具生机与活力的文化生活
方式。

以文促旅
主客共享富美新生活

在柯桥区柯岩鲁镇景区，古朴的书房与
江南小镇相得益彰，配以精美的字画、雅致的
盆栽，营造出宁静温馨的阅读氛围。不仅如
此，依托该书房，还衍生出了艺术导览、阅读、
画展、朗诵会、演出等新型文化形式，与周围
环境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谐共生、古今相映
的文化之美。

正如柯岩鲁镇相关负责人指出，虽然目
前来的大部分都是游客，但村民也越来越多，
最初设想的“文化辐射”的概念正在逐步变为
现实。村民正从“好奇的旁观者”变为“热心

的参与者”，在江南水乡里尽享文化带来的蓬
勃之美。

如今，城市书房走入柯桥各大旅游景区，
并日渐成为一种趋势和特色。随着柯岩旅游
风景度假区鲁镇景区城市书房、安昌古镇景
区城市书房、稽东雪窦岭景区城市书房（榧乡
书舍）等书房的一一建成，俨然构筑起当地文
旅融合的助推器。

“这些书房，打开了游客了解绍兴的窗
口，不仅可以用来展示绍兴特色文创和农副
产品，还能让书香浸润游客心灵，也是风景区
文化休闲品位的一种提升。”柯桥区文广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无独有偶，位于鉴湖旅游度假区鉴湖水

畔的叶家堰正充分发挥文化铸魂塑形赋能的
强大力量和功能，从文化礼堂功能拓展、文旅
融合业态多元，到文化产品精准供给、优质丰
富的新型空间落地建成，打造了公共文化赋
能乡村共富的新经验和新格局。

这里既有以黄酒文化为主题的综合体文
化消费业态区“鉴里荟”，也有依托社会力量
协作建设的新型阅读空间“常惦·漫咖”，让书
香触手可及，还有以“香文化”为主题的个性
化民宿“青沉居舍”，糅合了香文化培训、香品
制作、沉香展陈等沉浸式体验⋯⋯就在不久
前，绍兴市首家先锋书店也落户于此，旨在打
造独树一帜的乡村文化岛屿书店，搭建一座
可供探讨、分享的乡村公共平台。

“我们将目光从城市转向乡村，以书为
媒，将利用先锋书店品牌优势，深挖绍兴的人
文风俗、自然风光等独特文化元素，独家开发
一系列的主题文创产品，带动其他周边的文
化休闲产业。同时，定期举办乡建、文学、电
影和诗歌等人文艺术类的活动，创造鲜活生
动的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全民阅读基地，为乡
村振兴和文化旅游贡献新的发展力量。”南
京先锋图书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
瑞锋介绍道。

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旅产业的高
度融合发展，柯桥区正在依托“文化+旅游”所
释放出的叠加势能，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空间从少到多、服务范围从城市到乡村、服务
内涵由表及里，为实现高品质公共服务的普
及普惠按下了“快进键”。

（图片由柯桥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不仅要让人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也要让

人们的精神“富”起来。跻身浙江省“千亿俱乐部”第一梯队的柯桥，在大力发展经

济的同时，加快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努力推动柯桥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再

上新台阶。

一直以来，柯桥区敢于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先行先试，于2013年成功创建为

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于 2019 年高标准通过了全省首批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标准化建设验收；2021 年底成为全省首批创建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

县试点单位。同时，该区通过发挥自身特色、创新发展思路、擦亮文化品牌，提供

了可借鉴的“幸福水乡才艺秀”、“百花大舞台”、“相约礼堂·周末剧场”、精品文艺

下基层、“跟着小百花·享游金柯桥”等经验做法⋯⋯

踏上新征程，柯桥深入贯彻落实前不久召开的柯桥区委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文化富民为发展路径，为人民群众提供以场地服务为核

心、流动服务为补充、数字服务为提升的体系化、多样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力争让“遍地开花”的公共文化设施充实人们的业余生活，“画”出了一个又一个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柯桥：稽山鉴水旖旎色 文化富民润心田
陈潇奕 孔 也 祝永浩

柯桥区马鞍街道宝善桥城市书房柯桥区马鞍街道宝善桥城市书房

有点有面推进城乡一体
全域构建公共文化设施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城市书房则是城
市里那一盏温暖的灯火，是一个城市文化地
标和文化高地。

今年，长兴将城市书房与“15 分钟品质
文化生活圈”、文化驿站、乡村博物馆 4项省
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纳入 2022 年县《政府工
作报告》，强力推进，截至目前，全县已有城
市书房 7 家。接下来，将按照主题鲜明、环
境雅致，营造家居式的阅读环境的目标，继

续打造3家城市书房。
从盆景到风景，长兴一直在砥砺前行。
在长兴，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布局日臻成熟，县级“四馆—院—校—中
心”建设完成，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
山水无言，数据有声。截至目前，长兴

已建有公共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新四军
苏浙军区纪念馆、大剧院、少体校、体育中
心，建成民宿书屋 10 家，乡镇综合文化站
16家，农村文化礼堂219家。根据《2021浙
江文化和旅游统计手册》，长兴每万人拥有
公共文化设施面积（文旅系统部分）1848 平
方米，位居全省前列。

“我们在县直机关工委的指导下，迭代
升级图书馆党支部‘书香长兴’党建品牌，实
施‘书香长兴’建设行动，共同打造精神共
富机关党建示范点，提升党建引领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2021 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500 场以上，招募阅读推广团队 10 个，并且
积极争创国家级全民阅读基地。”长兴县文
广旅体局有关负责人说。

一场场活动，温暖人心——长兴每年开
展文化走亲 50 场次以上，送戏下乡 100 场
次，乡村村晚 100 场以上，文化惠民活动
3000 场以上，“太湖风”公益培训人数超
10000人次，送书下乡20000册以上⋯⋯随

着丰富的文化活动不断开展，百姓的文化生
活也愈加有滋有味。值得一提的是，长兴坚
持党建引领，文化铸魂，在“书香长兴”中开
展“清廉书香”，使之成为长兴清廉机关建设
的特色活动之一。此外，随着“读书沙龙”

“红色研学”“朗读活动”有序开展，党员干部
学习最新政治理论、畅谈读书心得体会，其
政治和文化素养都得到提升。

有质有量推进数字建设
优质文化服务全民共享

足不出户便可欣赏戏曲音乐会，动动
鼠标就可预约文化培训，点击屏幕就可让
借阅图书快递到家⋯⋯当前，长兴公共文
化服务借助数字化升级改造，极大提升了
服务效能，公共文化公益性、均等性、便利
性的特点充分彰显，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明
显增强。

通过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改革，长
兴实施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化场
馆的数字化建设，完善了“数字文化馆”“掌
心书香”等数字服务平台建设，探索了“智慧
博物馆”“微信文化馆”“图书馆智慧文化云

试点”等惠民数字服务建设，以此不断提升
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推进智慧化服务。

此外，长兴运用公共文化数字服务思
维，开展云展览、云演艺等各类线上活动
600场次，60万人次参与。实现全县公共图
书馆、博物馆长三角社保一卡通服务 100%
开通使用。完成数字文化馆建设运营，上传
数字资源 1000GB，实现省市县数据协同共
享。

近日，浙江数字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
“智慧文化云”已经上线“浙里办”。点击手机
应用，市民足不出户，便可体验丰富的文化活
动。“长兴围绕省‘智慧文化云’开展公共文化
数字协同应用，全方位融入长兴县文旅数字

综合应用体系，探索打造各类长兴文旅智慧
应用场景，构建具有长兴特色的文广旅体数
字驾驶舱。”长兴县文广旅体局有关负责人
说，此外，我们还打通“未来社区”—“文 E
家”—“国民体质监测管理”—“全民健康”数
据模块，利用大数据，共享公共文化数字成
果。长兴县纪委县监委充分发挥大数据作
用，嵌入数字化纪检监督模式，提高监督质
效，促进综合治理，推动惠民政策“应享尽
享”。

有声有色打造文化品牌
携手共进迈向精神共富

随着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不断完善，
长兴百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县城
还是乡村，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改变了百
姓的生活观念，看演出、学才艺、登舞台等
已成为时尚，文化惠民奏响了精神共富新
乐章。

长兴积极探索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新
路径，打造“十五分钟文化生活圈”。“太湖
风”公益艺术培训、“四季周末剧场”、“静美
的绘本会说话”、“文博小小讲解员”、“遇见
长兴”原创歌舞情景演艺等活动逐步成为长
兴公共文化服务特色品牌,“静美的绘本会
说话”活动获得全国优秀推广项目。

2020 年，长兴推出“非遗点单”项目，引
入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长
兴百叶龙为代表的 36 项非遗展示展演项
目，实施“企业购买服务+积分制考核补助”
双模式，投入3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有效推
动非遗进入市场、融入旅游、走入生活。同
时，出台《长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点单
扶持办法》，并结合运行中发现的问题每年
修改更新，完善点单激励机制，持续推进项
目发展。

与此同时，长兴广泛开展乡村村晚、“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等节庆活动和“非遗五进”
等非遗宣传活动，两年来开展展演活动近
600 场次、非遗特色课程 40 堂，服务人次达
15 万，充分发挥传统非遗的“娱人”和“育
人”双重作用。

（图片由长兴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也是长兴始终不变的重要追求方向。在

“八八战略”的指引下，长兴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征程中，将推动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铸魂塑形赋能的功能，为达到

使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以及真实可感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开展了主动积极的

探寻。

作为全省首批入选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创建名单，长兴按照“党建引

领、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思路，统筹三级网络，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促

进文旅融合，加大文化惠民服务力度；打造地域特色，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县域典范作用。2019

年至2020年，长兴县已连续两年位列全省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总排名第4名。

太湖之滨，山青水秀，千年古县长兴自古底蕴深厚。潮至千帆动,猎猎驾长风，

这片生机盎然的热土上，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升腾着幸福和梦想。

风从东方来 万千气象新
长兴高质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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