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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绽放，带来美丽新风景。

如今，行走在武义城乡，一台台接地气、入人心的文艺演出在村子和企业里上演，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在乡间落地。文化惠民，让老百姓

乐享美好生活，携手迈向精神共富。

近年来，金华市武义县着力提升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共富百花会”等公共文化品牌为依托，以数字经济推动创新提质，探索形成政府搭台、人才培

育、群众主体、资源整合的文化服务新模式，激发文化惠民内驱力，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域文

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打造“百花齐放”文化共富山区县样板。

10 月 15 日，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
村文艺村长傅秀英拿出手机，点开“共
富百花云”应用，为村里11月的文艺演
出排摸节目需求。该应用是武义面向
群众推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台。

“目前已经有两个村里文艺爱好者
自编自导的节目，再点些年轻人喜欢的
舞蹈、老年人爱的戏曲节目。”说话间，
傅秀英选了婺剧折子戏《牡丹对课》和
小品《平安无事咯》等几个呼声较高的
节目。此外，系统又自动匹配了几个不
同类型的节目。一份干货满满，老百姓
想看的、爱看的节目单，就定制成功了。

像这样“走心”又“走实”的事儿，
在武义随处可见。想看一场露天电
影，追忆似水年华；想看一次陈列展
览，陶冶艺术情操；想为长辈送戏下
乡，丰富精神生活⋯⋯不用单方面等
政府安排，这些活动的“点单”权交到
了群众手里。

在 6—9 月举行的武义县百场文艺
演出进礼堂惠民活动中，多个村子先后
兴起了“想看啥、自己点”的潮流，让山
区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享受高品质、定制
化的文化服务。

在武义县熟溪街道溪里村文化礼
堂，管乐合奏《闹花台》、方言快板《四老
太夸媳妇》、婺剧彩唱《三请梨花》、小品

《看戏前》⋯⋯通过“共富百花云”智慧
点单的方式，来自武义湖畔演唱队和新
宅岭上翠谷艺术团的表演老师纷纷登
台表演，扣人心弦的唱腔、好玩有趣的
小品快板深受观众的喜爱，现场掀起了
一个又一个高潮，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浓浓的文化味在村子蔓延。“想看的节
目向文艺村长报名，不久就可以在家

门口看演出，真是太方便了!”溪里村村
民说道。

1983 年，武义县借鉴古代民间花
会形式，以百花齐放为寓意，举办了第
一场“文艺百花会”，赢得群众欢迎。此
后接续 40 年举办，铸就了浙江中部地
区跨时最长、参与最高、影响最广的草
根文化品牌，既丰富了农村精神文化生
活，培养了大批乡土文艺人才，又有效
助推了乡风文明和乡村和谐。

随着群众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群众
文化需求感知不够精准、文化服务供给
质量不高、供需匹配不高效等问题逐渐
突显，为此，2022 年 6 月武义重塑体制
机制，由武义县委宣传部牵头，联合武
义县文广旅体局、文联等相关部门，从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到完善活动内容，打
造线下“共富百花会”文化服务品牌和
线上“共富百花云”智慧服务平台相融
合的“共富百花会 2.0”模式，精准高效
满足群众需求，探索出山区县公共文化
服务“精准速达”新路径。

“共富百花云”应用包含“我要点
单”“我要拼单”“作品展示”“人才风采”

“百花会专区”等十大模块。只要动动
手指，群众就能找到自己喜爱的活动。
既可以线上看，也可以现场看，还可以
获得积分、兑换文创产品，也可以报名
参演、展示才艺。

想看啥，群众在线自己点

“我们村的文艺演出，既洋气又
接地气，还有很多干货呢！”提起家门
口的文化大餐，村民们骄傲地说。

在武义，很多文艺演出由各村文
艺村长自发组织，负责摸清村里文艺
活动需求、统筹安排演出活动，把更
加符合乡村发展和群众需求的节目
送进来。这些节目的演出人员从哪
来？俗话说得好，高手在民间。

提供优质群众公共文化服务，基
层文化文艺人才是基础。武义创新

“驻圈服务”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职业化，让文化文艺人才入驻全县
109 个“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引
领圈内群众自创自办、自编自演、自主
开展文化活动；创新文化人才培养管
理机制，组建镇一级文化站长、村一级
文艺村长队伍，探索建立园区和企业
文艺厂长，建立激励约束考核机制。

被聘为泉溪镇泉二村文艺村长
一年多来，57 岁的徐丽精越来越有干
劲。她负责“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内公共文化活动组织协调、文化
文艺人才挖掘，农村文化礼堂、文化
站等文化阵地预约管理，充分调动群
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浓

厚文化氛围。
徐丽精会定期摸排村里的文艺

人才情况，泉二村舞蹈爱好者陈香女
就被选中了。“以前我就是在村里自
娱自乐一下，现在我们每周三晚上都
会到镇里的文化站培训，专业的老师
会为我们编排新动作，大家的演出水
平都有了很大提升。”陈香女说，以前
她想都没想过，自己能登上县级舞
台。

有才艺的群众还可以在线上平
台“毛遂自荐”，入选当地文艺人才储
备库，参与培训、演出。“组团驻圈”的
模式培养出了不少乡土文艺人才，让
很多表演队伍像陈香女所在的泉姿
花 旗 袍 扇 舞 队 一 样 ，从 小 山 村“ 出
圈”，逐渐走向更大的舞台“当主角”

“唱大戏”。
“当地群众演给当地群众看，这

种本土化的表演会让节目内容更加
接地气，也更加吸引身边的人。”武义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武义依托全县242家文化礼堂，通
过精准匹配文化需求、培育本土艺术
人才、数字赋能文化服务等方式让送
下乡的文化真正送到百姓心坎上，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优质均衡发展。

武义是工业大县，有很多新居
民。据统计，2022 年武义全县共有
46.9 万常住市民，其中新居民就达到
了12万，但新居民走进文化礼堂观看
文艺演出的人数很少。为此，武义谋
划启动了新居民歌唱、舞蹈等系列活
动，给新居民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并从中发掘文艺人才进行培养。此
外，武义的新居民也积极参与节目创
排，成为舞台上闪亮的“民星”，有效
促进了新老居民之间文化交融交心，
增强新居民的归属感。

除了走进广大农村，“点单式”
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在向当地企业延
伸。“百花会和我们企业的技能大赛
融合在一起开展，不仅丰富了舞台
表演，而且更形象地展示了工匠风
采。”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文艺厂
长说。

谁来演，群众演给群众看

每次演出，群众可以通过“共富百
花云”应用，在场内场外参与活动互动，
给喜欢的节目和演员送上“五星好评”，
也可以对演出质量进行评价，既有了

“点菜权”，又有“评价权”。群众不仅品
尝到了“文化大餐”，还体验到了优质的

“售后服务”。
在大数据的加持下，“共富百花云”

切实解决了公共文化活动“群众想要的
送不了，送的群众不想要”的问题，实现
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
让基层一线公共文化的活动筹办不再
是难事。

一组组数据，是最好的诠释——
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智慧公共

文化服务新模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
“精准速达”，大幅提升供给服务质量
和满意度。2022 年以来，入驻文化文
艺人才 3227 名，发布活动 1.14 万场，
同比增长 291%，线上线下受众达 913
万人次。基层规模以上文化活动组织
时长由原来的 25 天缩短到 7 天，数字
化应用群众满意率每月保持 95%以
上。

文化内驱力显著增强。累计制定
公共文化服务考核制度 2 项、奖励管理
等配套文件 9 个，统筹文化经费 1.7 亿
元，兑现奖补政策 758 万元，撬动社会

资本42亿元。涌现出《心墙》等一批荣
获省级金奖的特色文艺精品，创成省
级乡村博物馆 36 个，数量位居全省第
一，现有武义籍国家级戏曲演员 100
余人。

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公共文化
服务工作入选文旅部“百姓大舞台”网
络群众文化品牌、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三批试点名单，获
评第三批浙江省文化和旅游促进共同
富裕最佳实践案例。

接下来，武义还将优化完善群众文
化精准需求清单“揭榜挂帅”和文化文
艺人才作品创作“揭榜挂帅”；创新婺剧
人才培养机制，谋划组建武义县婺剧艺
术传承中心，扶持优秀婺剧作品创作，
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创新文化服务

“拼多多”集成运营模式，整合国企部
门、社会组织、艺术机构等，谋划组建

“共富百花会”服务联盟，为公共文化服
务集聚更多资源。

武义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深化智
慧公共文化服务是满足新形势下群众
文化需求、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武义将持续推动这一模式走深走
实，努力为建设文化强省、促进精神共
富作出更大贡献。

让基层的活动筹办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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