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触手可及
织密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东阳木雕举世闻名，不仅为当地带来了
强劲产业经济支撑，也深刻构筑着当地的传
统文化内涵。

当你走进中国木雕博物馆，遍览古今木
雕，恍若置身旧时江南人家。这是东阳首个
国字号博物馆，更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
藏、展览、研究、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博物馆。

中国木雕博物馆只是一个缩影。
放眼全市，东阳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美术馆、非遗展示馆、剧院等大型公益
性文化设施拔地而起，它们不仅成为展示东
阳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也为丰富广大市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大空间。

与此同时，东阳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
公共文化服务网，涵盖了当地百姓文化生活

的方方面面，为群众幸福生活持续“加码”。
截至目前，东阳 18 个镇乡街道全部建

成综合文化站，现有省级“文化强镇”2个、省
级文化示范村（社区）14 个、金华文化示范
村 59 个，农村文化礼堂 375 家，388 个村（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书吧”、职工之家、农民
工活动中心等各类文化服务延伸点，对公共
文化设施全覆盖形成有益补充。

“我们按照区域发展水平、人口空间分
布的原则，以‘覆盖率、利用率、满意率’为要
求，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市、镇、村三级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体系，公共文化设施基本实现全
覆盖。”东阳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葛伟英说道。

根据东阳创建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现
代化先行县的目标计划，接下来，东阳将继
续着力推进公共文化设施体系“神经末梢”
村级文化活动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完
善大型居住区、“基本管理单元”的配套文化
设施建设，建设“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形成功能分明、各有侧重、逐级带动、整体优
化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有效发挥公共文化
设施整体效益。

数字赋能
高效提升服务数智化水平

“不需租借额外设备，不需下载APP，不
需关注公众号，只要打开手机扫一扫文物旁
的二维码，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听游’博物
馆，这可真是太方便啦！”一位市民在东阳博
物馆参观时使用智慧导览后说道。

据介绍，东阳博物馆智慧导览体系提供
展讯信息、展品介绍、语音导览等数字化导览
服务，以帮助观众理解文化遗产信息为目标，
搭建文物与普通民众沟通的桥梁。这是东阳
市博物馆在智慧文博领域的一次有益尝试，
也是县级博物馆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东阳加速了图书馆、博物馆、文

化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的数字化建
设，通过文化馆、美术馆云讲座、云培训及云
课堂，美术馆、博物馆云看展等形式做到公
共场馆线上服务“不打烊”，为群众提供优秀
精神食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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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阳聚焦
全省数字文化系统建设，谋划打造“古建筑
营造技艺在线”“东阳好嬉”等多个具有东阳
文化辨识度的多跨场景应用项目。

山水无言，数字会说话。2021 年，东阳
市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人次达260万之多。

文化惠民
以人文之美推动精神富有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既要
物质富裕，也要精神富有。

走进位于歌山镇综合文化站内的歌山
镇图书分馆，可见近万册的藏书，涵盖自然、
社科、文学、少儿等多个品类⋯⋯读者可通
过馆内的图书借还系统就近借阅图书馆配
送的图书，实现金华地区公共图书馆的通借
通还。与此同时，还可通过扫码“e 家书房”
标识，获取相关数字文化资源、活动信息等
共享服务。

“图书分馆的设立，不仅延伸了公共图

书馆文化服务的触角，缩短了图书馆与基层
群众的距离，更有效满足了乡镇居民的阅读
文化需求。”葛伟英说。

此外，东阳通过各类文化活动，不断为
群众提供优秀精神食粮，力争在共同富裕中
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
行，于是我们看到——

东阳积极推进公共文化国际化交流传
播，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和交流项目，加
快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扩大文化影响力；
继续深入实施首批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项目，即东阳市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
项目，提升“农民工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品
牌；推进“百姓文化艺术节”文化活动，提升

“特色广场文化”品牌；让市民少花钱甚至不
花钱走进剧场享受高雅艺术，提升“周末惠
民剧场”文化活动品牌；丰富“送文化下乡”
活动，拓展“歌画东阳·文化下乡”延伸服务
品牌⋯⋯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早已是东阳文化
生活的常态，数字便是最好的证明：东阳市
每年开展各类文化下乡活动近万场次，观众
达 200 余万人次；每年派送文艺指导员下乡
指导千余人次，受益群众 5 万余人次；图书
馆每年为延伸服务点流通图书 10 多万册
次；农村数字电影每年放映7800多场。

舟至中流，当奋楫勇进。展望未来，更
值得期待。

婺之望县，歌山画水。

金华东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古就是一方人杰地灵、钟灵毓秀的宝

地。而今，东阳产业兴旺，磁性电子、生物医药、木雕红木、建筑、影视等主导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不断擦亮东阳“三乡一城”的金名片。

伴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

要越来越强烈。《“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治理能

力，努力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

近年来，东阳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探索以“十五分钟文化生活圈”为核心的区域文化活

动中心建设并取得实际成效。

随着东阳公共文化建设投入的稳步增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的基本建立，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也随之

日益攀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东阳将全力创建浙江省公共文

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总体水平不断提升，加快打造新时代强市

名城、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

逐梦而行，风雨兼程。

文化潮涌和风劲 同心铸梦再出发
东阳全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南 苏 孔 也 任蓉蓉

（图片由东阳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东阳市江滨文化中心

民俗文化节庆活动

文化惠民文化惠民

点上创新
打造“三百联盟”

实现文化惠民“零距离”

6月1日，龙游县东华街道下杨村的文化
礼堂内，一片欢声笑语，十几个村民围坐在一
起做香囊，经过一阵穿针引线的忙碌后，桌上
的珠子、彩绳、吊穗、艾叶等材料转眼间被缝
制成一个个立体饱满又香气四溢的香囊。

“巧手做香囊”端午活动并不是个例，从戏
曲婺剧演唱到春节写春联，再到三八节花艺制
作培训、儿童亲子阅读活动、儿童街舞培训⋯⋯
文化礼堂每周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自从东华街道率先开展“站堂联盟”，文
化礼堂的热度逐渐攀升。截至目前，街道内
开展“站堂联盟”的村庄已举办婺剧、舞蹈、声
乐、腰鼓、舞龙舞狮等各类培训活动70余场，
参与群众3000余人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文化大餐。

这只是龙游县创新“三百联盟”运作机制，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大提升的一个缩影。
龙游县立足公共文化服务“一站五员”管理机
制，创新搭建以百家站堂共建、百村赛事活动、
百师千场培训为主要载体的“三百联盟”运作
新体系，迭代基层文化阵地建管用育新模式。

以社会化为支撑，搭建“百个站堂共建联
盟”，让农村文化礼堂“活”起来。在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社会化运作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社会化服务范围，开展农村文化礼堂“站堂
联盟”社会化管理，各文化公司选拔、村组织
评议、文化体育部门公示一名“文化村长”，负
责实施“三百联盟”日常服务，做好文化礼堂
和公共体育设施日常开放管理，协助开展“百

村（社）赛事”和体育比赛、健身展示活动，对
接“百师千场”和“体育送下乡”公益培训点单
和人员组织，以及N名有文化艺术专长和活
动组织能力的流动辅导员，负责文艺培训、活
动策划、文艺队伍组建等工作。

溪口镇积极举办“溪口老街长桌宴”“遇
见溪口1988”“复古音乐会”等特色文旅体活
动，沐尘畲族乡打造了“畲族三月三”品牌节
庆活动，湖镇镇“民间舞龙舞狮”大赛收获大
量人气⋯⋯以精品化为准则，龙游构建“百村

（社）赛事联盟”，让基层文化活动“闹”起来。
通过竞赛机制推动全县各机关部门、各乡镇

（街道）、各村（社）文体活动开展，实行定期考
评机制。整合农村文化礼堂、乡镇文化站等
公共文化阵地资源，通过政府“搭台”、百姓

“唱戏”，鼓励群众成为舞台的主角，广泛参与
文化作品的创作与供给，让群众真正成为文
化活动的创造者。

同时，以多样化为核心，组建“百师千场
培训联盟”，让基层文化队伍“亮”起来。针对
基层文化人才队伍薄弱的难题，通过整合校
外艺术培训机构、县内外专业技术人才、县级
以上文化艺术类协会会员和有一定知名度的

专业人士，成立艺术指导联盟，组建艺术领域
专家人才库，弥补乡镇“三团三社”专业化水
平不高的短板，搭建县乡“文艺人才链”。同
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通过采
购音乐、舞蹈、戏剧等十大类别公益培训课，
丰富基层文化供给。

面上发力
聚焦先行创建

画出文化生活“幸福圈”

在龙洲街道翠光社区“15分钟品质生活
圈”，居民正在文化礼堂开展笛子演奏排练，
相邻的健身房中，跑步机、动感单车、乒乓球
桌等健身器材满满当当，前来锻炼的居民络
绎不绝，向前200米，南孔书屋里的阅读学习
氛围正浓，不远处的荣昌广场上，排舞、篮球、
足球等休闲健身活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居民走出家门15分钟范围内，即可享受
3处以上的公共文化设施，参加各种公益文体
活动，这样的“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在
龙游县已建成了122个。以省级公共文化服
务现代化先行县创建为引领，龙游县步履不
停，着力建设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公共文化
服务现代化体系，推动实现城乡一体“15 分
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覆盖率100%。

创新建设思路，设施网络全面更新。
龙游县博物馆新馆内，不少群众正在参

观展览、倾听“8090 新时代理论宣讲”、选购
文创产品，这里已成为龙游人的最佳“城市会
客厅”、网红打卡点；龙游县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施工现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人们轮番
上阵、开足“马力”，朝着今年主体竣工的计划
任务全力冲刺。

龙游进一步发挥公共服务集群效应，整
合文化艺术中心、图文和广电信息中心、青少
年老年活动中心等新馆项目，为龙游公共文
化便民服务开启全新未来，实现县级文化场
馆“破茧新生”。

既有“大整合”，也有“微改造”。龙游县
通过改建、置换、扩建、租赁等方式，盘活乡镇

（街道）现有公共场所资源，破解文化站建设
场所难题，同时也保留传承了本土文化，留住
乡愁记忆。如模环乡把闲置的老粮仓进行改
造，建起独具风格的“文化粮仓”，小南海镇、
横山镇则将水管站、自来水收费大楼等场所，
改造扩建为综合文化站，实现综合文化站全
覆盖。

近两年，龙游建成城市书房“南孔书屋”8
个、文化驿站1个、文化分馆15个、图书分馆
15个、文化家园市民驿站10个等，各类新型
文化空间秉持“精致共享”原则，为群众提供
了更为丰富和便捷的文化体验。

一手抓硬件建设，一手抓软件提升。
龙游县狠抓公共文化场所服务大提升

行动，让服务更有广度、深度和温度。在服

务内容和形式上，从“有什么就提供什么”向
“群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转变，发展形成
“曲艺戏舞影书画”等多元化个性化的服
务。文化阵地服务时间从每周 42 小时增至
60 小时以上，村级文化礼堂错时开放，大大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持续开展送书、送戏、送文化、送培训、送
展览、送电影“六送”下乡，丰富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全县培育“三团三社”648 支，文艺骨
干、文化志愿者1.8万人，成为文化志愿服务
生力军，文化服务力大大增强。各文艺社团
每天活跃在基层文化阵地上，让文化站、文化
礼堂不再空置，让乡村的夜晚变得更为丰富
多彩，全县年均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3000余场次，年均惠及群众50多万人次，群
众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提升。

下一步，龙游县还要继续在加大财政保
障力度，完善和优化网络设施，推动社会化、
数字化和制度化建设，加快现有制度设计研
究成果转化等方面下功夫，画出更多文化生
活“幸福圈”！

(图片由龙游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打造务实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龙游：创新“三百联盟” 共享文化盛宴
孙 俊 孔 也 方梦媛

文化绽放，带来美丽新风景。如今，行走在龙游城乡，一台台富有乡土味的文艺演出在村子里上演，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基层

公共文化阵地在乡间绽放，文化惠民，让百姓乐享和美生活，携手迈向精神共富。

近年来，龙游县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以“文化龙游”建设为引领，着力优化顶层设计，探索出一条“花钱少、方法巧、

效能高、服务广”的工作路径，于 2021 年成功创建第四批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为全省山区 26 县（市、区）唯一、衢

州市唯一的示范区，并于年底被列入浙江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培育单位，为加快建设“活力绽放、精彩纷呈”的浙

西新明珠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彰显文化担当。

龙游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鸟瞰图

乡村文艺“三团三社”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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