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覆盖
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从文间听风声，在书中看山海。走进普
陀区图书馆，不少市民正安静看书。这里实
行免费开放和365天工作制度，开馆时间达
到每周 87.5 小时，还有免费饮水点、行李寄
存、母婴室等便民服务。“这里馆藏书籍丰
富，阅读环境好，我下班之后以及周末都会
来图书馆看看书。”市民李先生说。

让“悦读”触手可及，普陀还着力建设家
门口图书馆，构建区、镇、村（社区）三级图书
馆服务体系，并通过“六个统一”、三大举措、
双重手段，确保服务体系顺畅运行、资源共
享效率提升、服务供给更接地气，基本形成
全域“15 分钟阅读圈”，成功走出了一条“两

级投入、城乡一体、社会共建、资源共享”的
海岛特色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子。

截至目前，普陀已建立城区学校图书馆
分馆 2 家，镇街万册图书分馆 7 家；村社特
色农家书屋 23 家、农家书屋 93 家、城市书
房 5 家，驻军、残疾人康复中心等地图书流
通站 10 家。2021 年 5 月，普陀区图书馆获
评全省第一批“满意图书馆”。

建设“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现
海岛社区设施网络全覆盖，图书馆只是一个
缩影。普陀建成以区级文化设施为龙头、镇

（街道）文化设施为主干、村（社区）文化设施
为基础的海岛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实现全覆盖，完成普陀美术馆主体
工程。区文化馆、区图书馆通过国家一级馆
复评，六横镇、桃花镇、虾峙镇、展茅街道被

评为浙江省文化强镇，沈家门街道新街社区
等 14 个村（社区）被评为省文化示范村（社
区）。沈家门渔港小镇成为舟山市唯一省级
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示范点，展茅街道沙井村
入选首批浙江省美育村。

除了建设“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普陀还致力于打造“海洋文艺精品高地”。
女子组唱《听江南》获2021浙江省第二十届
群众音乐大赛金奖，并入选“群星奖”浙江音
乐类节目候选录像；小品《谁的卡》获得浙江
省首届喜剧小品大赛金奖；油画《热腾腾的
海角》入选浙江省第七届群星视觉艺术综合
大展优秀作品展；舟山锣鼓四度登上央视舞
台⋯⋯2021 年，普陀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建设“重要窗口”海岛风
景线等题材，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和普陀区域
实际，稳步实施艺术精品战略，创作了一系
列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在省、市重大
赛事中屡获佳绩，全年创作、选送的文艺作
品共获得市级及以上各类奖项 21 个，其中
国家级2个、省级11个、市级8个。

全民共享
打通海岛“最后一公里”

海天佛国普陀山、沙雕故乡朱家尖、东
方渔都沈家门、金庸笔下桃花岛、东海极
地东极岛⋯⋯普陀，743.5 个岛屿星罗棋

布，如何打通海岛“最后一公里”，让市民
群众感受到文化公共服务的特殊魅力？

“节目很精彩，又在家门口，丰富了我们
的业余生活。”2021年8月，“幸福普陀红心
颂党”2021 普陀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文艺下乡巡演走进东港街道
宁兴上院小区，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当
晚 演 出 精 彩 纷 呈 ，舞 蹈《中 国 走 进 新 时
代》、音乐快板《夸夸儿媳孝为先》等节目
轮番上演，现场掌声不断、好评如潮。

近年来，普陀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克服普陀岛际交通、自然环境的不利因素，实
施“送文化下乡（岛）”工程，累计送戏达1013
场次、送讲座展览 956 场次、送书 29 万余册
次。

身着传统渔家服饰的渔民老大们踏着
有力的步伐，有序入场。敬献五果、请四海

龙王、跳献祭舞、向龙王敬酒、宣读祭文、结
缘放生⋯⋯2021 年 8 月，虾峙镇举行第八
届渔民文化节暨祭海大典，整个仪式神圣又
庄重，展现了渔民在漫长的耕海牧渔生活中
独具特色的渔家文化。

渔民文化节并不是个例，普陀持续挖掘
地域特色文化，深化“欢乐海洋”活动品牌，
累计举办中国国际普陀佛茶文化节、普陀文
化艺术节、海稻音乐节、回乡过大年等文化
活动924场次。

普陀贯彻落实《普陀区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建立公共文化
供给“双向互动、供需对接”联动机制和公共
文化服务群众评价反馈机制，形成城乡公共
文化“超市式”供给、“菜单化”服务的模式。
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建设，制
定了《普陀区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标准》，创新
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采购模式，加大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提升打造人文大
讲堂、百姓大舞台、文化大展厅、艺术大课堂
四大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开展全民艺术普
及，提升“幸福普陀全民学艺”系列活动，涵盖
渔民画、摄影、书法等10余个门类，打通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以文化人，以数为马。这里借助“浙政
钉”“浙里办”，建设“普陀数字渔民画”普陀
品牌馆，实现渔民画家数字作品展览、渔民
画数字数据分析、渔民画文创产业以及衍
生产品在线交易等功能，以数字化手段推
动渔民画版权交易，促进渔民画产业发展。

陆域面积不足 3 平方公里的“小蚂蚁”，
在蚂蚁岛精神引领下，从一穷二白的小岛“逆
袭”为全国渔区的先进典型。解码文化基因，
普陀以数字化手段，探索地域文化资源的创
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依托5G技术打造

“数字蚂蚁岛”，开发鹰眼、全息主持人、VR
全景地图等体验项目，实现场馆管理智能化、
游客体验立体化，提升红色教育数字化水平。

不止如此，普陀还建设数字文化馆、数
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打造内容丰富、功能
全面的中英文图文语音版“普陀文体地
图”。“推行文化地图，促进文旅融合”荣列省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项目⋯⋯依托数字赋能，具有海岛特色的公
共文化新服务不断涌现。

（图片由舟山市普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

普陀，《华严经》中“一朵美丽的小白花”之意。山海相依风光美，文化如花竞

芳菲。近年来，舟山市普陀区立足海岛特色，依托海洋文化，多措并举、守正创新、

数字赋能，加快建设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现代海

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群众精神文化体验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遍地花开，硕果累累。普陀成功创建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省首批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2015-2020）标准化县区、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评估实现舟山市八连冠；文化强镇数量居舟山市之首。

文化破浪，添彩共富。普陀，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力打造文化

共富“海岛模式”，为现代化新普陀建设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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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图书馆外景

（（图片由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图片由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运河大剧院运河大剧院

织密网络
让“15分钟”文化圈触手可及

晨光熹微，一座二层小白楼掩映在层层
绿意之下，推门而入，琅满满目的书籍，整齐
摆放在有质感的书架上，伴随着浓浓的咖啡
香气，此刻，“诗与远方”就在你眼前。

“在这里，我可以安静看书，宝宝可以在
专属区域娱乐，这个图书馆对我来说，不仅
仅是提供文献借阅服务的场所，更是一个公
共文化空间，可以为我们提供多元的服务。”
经常来此的李女士颇有感触。

2020 年 8 月，杭州图书馆财商主题分
馆落地在有着“城市绿肺”美称的城北体育
公园，为城北体育公园增添一抹文化气息。

财商图书馆只是一个缩影。在拱墅区
15 分钟步行路径内，市民就能进入环境温
馨、设施完备的公共文化实体空间设施，如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广场、公园、剧
院、电影、书屋等。

在高质量推进十五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建设过程中，拱墅通过打造运河大剧院、
新天地等地标性品质文化生活圈，确保精
彩亮相、顺畅运营，积极发挥文化地标辐射
效应；在武林非遗馆、大运河紫檀博物馆以

及桥西、大兜路、义桥老街 3 条历史文化街
区等文化空间，拱墅利用“文化+非遗”模式
植入大运河文化，设置非遗体验点，彰显地
域文化魅力；在“十大最美杭州书房”的杭
州书房·运河主题图书馆、海小枪枪童书馆
等网红文化空间，拱墅通过打造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品质文化生活圈，以时尚精致、体
验感强的空间氛围提升人气，扩大传播效
应，实现品质文化生活圈多元发展、密集覆
盖⋯⋯

为人民群众服务没有止境。拱墅深知，
不仅要有文化场馆可去，还要有文化活动可
参加、有文化服务可享受。

优质服务
资源高效整合添力文化悦民

这里是评话廊亭，亭内挂有岳母刺字、
桃园三结义、武松打虎 3 幅画作，体现杭州
评话传诵过程中对“忠、义、勇”的追求⋯⋯

这座由大关街道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的
杭州评话主题公园，融入千年评话艺术元
素，是一个集“休闲、修身、学史、明志”于一
体的主题公园，公园由百姓书场、评话廊亭、
阳光老人家、阳光小伢儿、百姓舞台等部分
组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拱墅区打造的第
一家文化驿站，百姓书场从 2006 年开讲至
今，全年无休，先后邀请了李自新、张祖春、
王宝善等 20 余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
人、知名评话艺人驻场说书。迄今为止，已
累计说书 5000 余场次，服务听众 21 万余人
次。

“相比于传统的文化惠民理念，文化悦
民在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上更进一步。它
更加强调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化、供给多
元化、机制长效化、城乡一体化、服务普惠
化，真实把握和满足民众文化诉求，并注重
互动和沟通，实现文化共振。”拱墅区文广旅
体局有关负责人强调说。

当下，更新迭代的新技术为公共文化数
字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动能。拱墅区
通过搭建数字文旅平台，将入馆预约等功能
上架“浙里办”，公共文化场馆均建有微信公
众号平台，实现文化活动发布、艺术培训、图
书借阅、美食优惠、场馆预约、服务咨询等零
距离线上服务。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各品质文化
生活圈内主要公共文化场所的服务质量和
活动品质，文化馆馆员定时定点下派至公共
文化机构、场馆进行业务指导和文化服务，
引领基层群众亲近文化、体验文化、参与文
化、享受文化。

品质活动
滋养精神世界提升共富成色

夏日骄阳下，京杭大运河拱墅段两岸盛
景徐徐展开——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熙熙
攘攘；岸边，江南“窗花”设计、回旋水波状造
型的杭州运河大剧院，与大运河标志性建筑
拱宸桥遥相呼应⋯⋯

今年的央视虎年春晚舞台上，美出天际
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惊艳了很多
观众。春晚结束 10 个小时后，杭州运河大
剧院的《只此青绿》杭州站正式开票，开票不
到 7 分钟，演出票就全部售罄，其实早在
2021 年杭州运河大剧院站的首轮演出，就
曾创下极限加场火爆全城的售票奇迹。

去年 8 月，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

标志性成果窗口，以及大运河文化带浙江段
建设中首个省区协作的亿元级重大文化项
目，历经 3 年多精心打磨的运河大剧院正式
投入运营。

山水无言，数据有声。运河大剧院正式
运营以来，不断引进话剧、音乐会、舞剧、歌
剧等精品剧目。截至目前，运河大剧院演出
及活动总场次 71 场，接待观众人数 5 万余
人，发挥出重要的文化交流、展示功能。“剧
场以惠民为原则，目前每场演出都设有惠民
票，一般优惠100元及以上。”拱墅区文广旅
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新时代新征程任重道远，新使命新愿景
催人奋进。

展望未来，拱墅将进一步优化城市公共
文化设施网络和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的品质感和吸引力，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
化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高质量推进城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文化的获得感、满意度，在迈向共同富裕中
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
行，在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
不断取得更多新突破。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标志着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先进程度。同样，

也必然标志着其满足和保障民众公共文化需要的程度。

去年8月下旬，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化先行省的实施意见》，旨在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打造新时代文化

高地，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杭州市拱墅区正在全力作答，

于是人们看到——

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杭州市拱墅区高质量推进十五分钟品质文化

生活圈建设，密集打造 50 个品质文化生活圈样板，提升生活圈阵地网络，提升服

务品质，让老百姓走出家门 15 分钟内即可享受到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让高品质、

高效率、智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文化惠民迈向文化悦民。

一座座馆、一个个书房、一场场活动，这是拱墅文脉滋长生发的生动注脚，是

拱墅不断汲取文化自信这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鲜明写照，亦是百

姓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热烈企盼。

百姓书场百姓书场百姓书场

拱墅：文心雕城，共迎美好生活
南南 苏苏 徐子胭徐子胭 蔡晨曦蔡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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