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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不出厂区，精彩文艺活动‘真叫
多’。”这是海宁许多员工的心声。2020 年
以来，海宁市以“人”为纽带，创新探索文化
馆企业分馆建设，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覆
盖面，延伸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的“服务
链”。

走进海宁市文化馆安正时尚集团企业
分馆，可以看到，5000 多平方米的场馆，藏
书区、阅读区、电子阅览室、健康教育活动室
一 应 俱 全 。 除 此 以 外 ，还 包 括 电 影 院 、
KTV、舞蹈房等场所设施，都是免费提供给
员工业余时间享用的。

“原来文化馆分馆制度只覆盖镇（街
道），企业是一个薄弱点。我们的初衷是把
企业现有的空间、设施利用起来，让员工在
工作之余，精神上也有能够放松的空间，打
通文化馆总分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海
宁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确保企业分馆正常运行，海宁探索
建立了企业分馆“一长三员”队伍，即每个企
业分馆配备一名企业分馆馆长、一名企业文
化员、一名企业分馆指导员、一名企业分馆
联络员。为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由文化馆
总馆、镇（街道）分馆定制服务菜单，将文化
演出、艺术培训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
沉到企业分馆。截至目前，海宁已建设文化

馆企业分馆 23 家，覆盖全市各镇（街道）。
从市文化馆总馆、镇（街道）文化馆分馆到文
化馆企业分馆，海宁逐步建立了一个全方位
的文化馆总分馆体系。

“为了让企业分馆真正利用起来，我们
以活动带人气，开展了文艺演出、培训展览、
非遗实践课堂等进企业活动，收到了良好的
反响。”海宁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
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也进一

步宣扬了海宁的特色文化。
相比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建设，海宁的图

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起步更早。“我们早在
2008 年就开始着手建立覆盖镇（街道）和企
业的总分馆体系，现在海宁老百姓步行出门
10 分钟以内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阅读服
务资源。”海宁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随
着数字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宁新型阅
读空间阵地不断延伸，引入的智慧化、自助
式服务，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阅读空
间。

在鹃湖市民中心的“静安”智慧书房，来
自新华书店的工作专员正在做日常的管理
工作，市民通过刷脸门禁进入书房选书看
书。自从鹃湖静安智慧书房与市新华书店
进行“馆店合一”合作后，居民可在同一时
空享受公共图书免费借阅和新华书店优质
的服务，真正做到了馆店资源共享融通。目
前，该模式还延伸到了图书馆镇级分馆。

据悉，“静安”二字取自海宁名人、国学
大师王国维先生的字。以此命名海宁的智
慧书房，既是对先生的尊崇，亦是鼓励后辈
晚生传承先生读书、爱书、嗜书的优良品
质。书房做到名称、标志、海宁名人书籍专
架、“静安”品牌诠释“四统一”，为读者提供
了一个磨砺思想、增长见识的书香胜景。

据了解，海宁已建设各具风格的静安智
慧书房 21 个，实现了镇（街道）静安智慧书
房全覆盖。此外，海宁全市还有 1 个图书馆
总馆、11 个镇（街道）分馆、8 个村（社区）图
书分馆、5个企业图书馆、1个“阅路”汽车图

书馆、43 个礼堂书屋以及 100 多个图书流
通站点等，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书香城
市”称号。

群星璀璨
文化供给百花齐放

在群众文艺界，有一个人人梦寐以求的
奖项，就是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全国社会文
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而这个群众
文艺界的最高奖，浙江一个县级市已获得过
3次，那就是海宁。

海宁市文化馆的舞蹈《海宁花灯》、古筝
与打击乐《娃娃看潮》、戏剧小品《父与子》先
后以舞蹈类节目、器乐类节目、戏剧类节目
问鼎第十届、第十三届、第十八届全国“群星
奖”。据悉，由海宁市文化馆选送的音乐小
品《渡》将再次向今年 9 月即将举办的第十
九届全国“群星奖”发起冲刺。

“一个县级市获得 3 次‘群星奖’，这在
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每一次奖项的
类别都不同，涵盖了舞蹈、器乐、戏剧等多
种，说明海宁文艺事业发展比较均衡、领域
比较宽广。”海宁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说，海
宁市之所以涌现这么多的文艺精品创作，离
不开从上到下的重视和参与。

从政府层面来说，海宁市出台了《关于
海宁市文化名家名品工程打造计划的实施
意见》，为文艺精品创作提供政策上的引导
和支持。从群众层面来说，海宁老百姓参与

文艺活动的积极性高、底子好，目前全市累
计建有业余文化团队 1900 余支、文化志愿
者1.6万余人。类似《父与子》等文艺节目的
获奖，更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创作该类文艺作
品的热情。

“如今，海宁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已经从缺不缺、够不够，升级为好不好、精不
精。具有海宁当地特色的文艺作品由于受
到老百姓的追捧而更具有生命力。”海宁市
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以《海宁花灯》为例介绍
道，该节目取材于海宁历史悠久的国家级非
遗硖石灯彩，自获奖以后，在重要的开幕式、
节庆等场合持续性地进行演出，群众反响热
烈。

在海宁，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成为了群
众增进感情、加强交流、涵养精神世界的纽
带。除了本地特色的文艺活动之外，海宁还
每年引进音乐会、话剧、儿童剧等高层次文
化艺术演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
质文化服务。

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
统一。当前，海宁正以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
化先行县创建为契机，在全市大力推进以静
安智慧书房、礼堂书屋、健心客厅、文化馆企
业分馆、诗路文化空间、乡村文化名师工作
室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打造“10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推动海
宁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领航前行。

（图片由海宁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
供）

不出单位就可开展阅读、健身、歌舞等文娱活动；步行几分钟就能进入“10分

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各种文艺汇演、歌舞比赛、戏曲演出在等着你；漫步南关厢历

史文化街区，还能欣赏到国家级非遗海宁皮影戏和硖石灯彩⋯⋯

对海宁市民来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已经从“远不可及”走入了日常生活。

近年来，海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通过完

善设施网络、优化服务供给、加强队伍建设，建成了“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

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艺精品创作先后

获得第十届、第十三届、第十八届全国“群星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连续5年

列全省第三，文化馆企业分馆建设入选第一批浙江省文化和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最

佳实践案例，书写了以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海宁实践。

海宁：文化之“潮”，奔涌富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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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湖静安智慧书房内景

海宁主城区俯瞰图

《海宁花灯》舞

提升服务能级
打造新型城市文化空间

原先余杭区的市民想要欣赏高质量的
话剧、音乐会等只能往主城区跑，如今，这样
的状况即将被改写——一个现代化、复合
型、智慧化的余杭文化中心将面向市民群众
全新开放亮相。

项目作为余杭区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点睛之作”，包括剧场、图书馆、展
厅、文化驿站等，开放后将成为一颗高颜值、
有气质又时尚的“耀眼明珠”，极大地满足老
百姓对好剧目、好演出等的需求。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区，完善
场馆等文化设施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围绕
新余杭“一廊一轴、一心三片”的总体城市空
间规划布局，余杭区不断提升基层文化设施
建设水平，嵌入式打造高密度覆盖、融入群
众生活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间网络，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未来科技城占据余杭区的中心位置，是
余杭区发展的核心。余杭区推进未来科技
城“五馆一中心”（科技馆、图书馆、美术馆、
文化馆、博物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高
水平规划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游泳馆、足
球场）等重大文化地标和公共文化设施，全
区图书馆、文化馆分馆实现镇街全覆盖。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是文旅融合的要
义所在。余杭区依托空间、标准、服务三个

“集成”打造文旅融合型余杭新型文化空
间。余阅阅读空间遍布文体场馆、民宿、旅
游景点、咖啡店、地铁站、写字楼、社区、工
业园区等场所。5 年内将建成 70—100 个
阅书房、书舍、书吧，实现公共阅读服务到
基层，让广大市民体验触手可及的优质阅
读服务。

“文旅融合也让余杭区诞生了大量融合
当地文化、民俗、旅游元素的文艺精品。”余

杭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余杭瓶窑
镇西安寺村村歌《秋风吹过的村庄》荣获
2021“诗画浙江”旅游歌曲大赛金奖；余杭
区文化馆创作表演的杭摊《施昕更》荣获省
第十一届群众曲艺大赛金奖，越剧小戏《一
张化验单》荣获2022年浙江省“群星奖”（戏
剧类），作为浙江省唯一一个小戏类作品参
加全国“群星奖”复赛，余杭小百花创排的新
编廉政历史故事剧《却金亭》担任 2022 年

“西湖之春”艺术节开幕大戏，深受好评。

升级文化惠民
推动文艺之花开满城乡

丰富的文化生活是精神富有不可缺少
的部分。为落实《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
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

（2021—2025年）》及“推行浙江文化保障卡
制度，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共享均等、可持续、
高质量”的工作指示，余杭区文广旅体局主
动探索文化保障卡机制，充分释放居民文化
消费潜力，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余杭特色的

“精神富有”新路子。
“这张余杭文化保障卡里包含到的商家

比较多，而且折扣力度也比较大，使用的时
候也非常方便。”近日，作为杭州市劳模的王
晓明通过扫描“余杭一码通”，半价购得一张
电影票。王晓明也是余杭区首批领取余杭
文化保障卡的用户。

今年 5 月底，余杭区推出首批文化保障
卡共计 7000 张，市民只需在手机上一键申
领，就可以在影院、书店、旅游景点等文旅场
所享受消费优惠，获得更加优质多元的文旅
服务。据悉，余杭是浙江省第一个发放文化
保障卡的区县。

余杭区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发放文
化保障卡只是举措之一。今年 5 月底，第七
届余杭艺术节在杭州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
中心拉开序幕。余杭艺术节是余杭区举办
的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群众参与面最广的
文化盛会。

“此外，我们还通过‘相约’‘美丽洲’等
文化惠民品牌，持续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余杭
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艺术节以外，今年余杭区还将开展
“相约你我他 文化进万家”文艺下基层演出
190 场，送书下乡 10 万册，“美丽洲”大舞台
30场，“美丽洲”故事会15场，满足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全面展示余杭的文艺气质和丰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让艺术与城市深度融合。

锚定品质发展
搭建一体化服务矩阵

初夏，走进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也就是
老百姓亲切称呼的“大屋顶”，书香伴随着咖
啡香一起袭来，将夏日的燥热隔绝在门外。
这里涵盖了轻食咖啡、文创好物、文艺展览
等各种品类，还打造了“樱花季”“仲夏夜”

“新浪潮”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
化IP。

“良渚文化村的居民都称呼自己为‘村
民’，这是特别有幸福感和归属感的一个称
谓。依托‘大屋顶’，衍生了系列子品牌：村
民书房、村民阅读、村民创客、村民剧场等，
村民变成了一个有尊严、有价值、有文化、有
追求的群体。”良渚文化艺术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不分城乡，漫步在余杭街道，一座座现代
化的镇街综合文化站拔地而起，一家家城市
书房、文化驿站和余阅公共文化空间不期而
遇⋯⋯一个以综合性文体活动中心为主阵
地、以农村文化礼堂（文化家园）为基点、以其
他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文化场馆为补充的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已然形成。
在余杭瓶窑老街，这里正在打造“非遗

街区”，已建成杭州首个非遗馆群，包含良渚
玉雕馆、余杭纸伞馆、瓶窑陶艺馆、风筝灯彩
馆、蚕桑文化馆等 5 个非遗馆。馆内，除了
展示区块外，还专门设立了能与非遗传承人
面对面技艺交流以及非遗体验的区域。

在余杭黄湖青山村，这里以融设计图书
馆为核心，正在打造艺术文化村落。融设计图
书馆和自然学校由村内公益组织负责运营，致
力于传统美学、自然教育产业发展。其中自然
学校每年服务超过150个企业、学校，接待访
客10000余人次，开展活动近200场次。

“此外，我们还有中国茶圣节、瓶窑花朝
节、鸬鸟蜜梨节等‘一镇一品’文化品牌活
动，以农文旅融合促进老百姓增收，助力共
同富裕。”余杭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未来，余杭将坚定文化自信，打造文化强区，
书写文化强国建设的隽永篇章，共绘余杭文
化共富新画卷。

（图片由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

共同富裕不仅要促进人民物质生

活的共同富裕，也要同步促进精神生活

的共同富裕。近年来，为高质量创建浙

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区，余杭

以落实 2021 年度浙江省文化工作大

会工作部署为主线，不断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能力，创新优质、优惠、多元的

文化服务和产品，推进“五馆一中心”

“一场两馆”等重大文化地标和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打造文旅融合型余阅阅读

空间，创新推出“文化管家”“文化点单”

等服务模式，持续推进文化精品繁荣发

展，在争创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的进程

中彰显文化担当，使余杭人文之美更加

彰显，人民精神生活更为富足。

余杭：城市与文化共融，绘精神富有长卷
黄丽丽黄丽丽 徐子胭徐子胭 罗素洁罗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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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未来科技城俯瞰图

第二十一届中国茶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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