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国际精品城区注入更多文化温度与活力
“侬晓得伐，长宁星期音乐会又回来了！ ”

8 月 28 日， 一则消息吸引了众多粉丝

来到位于上海市仙霞路上的长宁文化艺术

中心， 排队购票的热情居民绕大堂一周，让

忙于星期音乐会的相关人员倍感欣喜。

去年底，为提升中心四楼剧场的观演效

果和体验感，长宁星期音乐会随着剧场的改

建升级，与居民群众暂别了 9 个月。如今，与

新剧场一起华丽归来的， 依旧是 20 元亲民

的包月票价，折算下来每周听一场专业级的

音乐会只需 5 元。这个由上海市长宁区文化

和旅游局打造的公共文化惠民项目 ，自

2006 年 4 月首场至今， 已经走过十三个春

秋，近 500 场高品质的音乐会，在社区收获

了大批拥趸，更培育了大批爱好者。

这是长宁区公共文化蓬勃发展的真实写

照———高质量的文化设施，能满足各种口味的

文化“大餐”，跨界融合的特色文化活动……涵

养着国际精品城区的温度和品格 。

最近一次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结果

显示，市民对长宁区公共文化场馆的满意度

达 96%，对长宁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满意

度则达 97%。 对此，长宁区副区长孟庆源表

示：“我们不仅有国际化的文化品牌，如高大

上的舞蹈节、音乐节，也有原汁原味的传统

非遗文化活动，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口

味齐全的公共文化盛宴。 ”

近期，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组建督查组对

长宁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

作进行了中期督查，对于长宁区示范区创建工

作启动以来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长三角一体化盘活丰厚
文化“家底”

为了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文化大餐，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2018 年 10

月，长宁区倡议并牵头建立了全国首个区域

性公共文化领域合作机制———长三角地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合作

机制，正式启动了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发展一体化进程。多方合作，整合资源，为百

姓寻找各地风味的“好菜”。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长李

宏认为：“合作机制的建立是适应党和国家

发展战略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举措，对长三角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开创了长三角地区公

共文化服务合作的新平台和新思路。 ”

进入 2019 年，长宁区先后举办了“上海

之春”国际手风琴艺术周长三角巡演、长三

角地区版画巡展、长三角阅读马拉松等跨区

域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创新工作机制、活跃

区域联动，全面提升长三角公共文化的影响

力，丰富了长三角地区百姓的文化民生。

今年 3 月， 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长

宁区政府主办的“2019-2020 年上海市及长

三角地区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采购大会”成

功举办，两天内共有 240 家参展单位携 582

个产品参会，吸引了 1500 家采购主体、超 1

万人次参与观展，市民及采购方产品点赞数

累计 25 万个，现场成交意向金额达 1.04 亿

元。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康文华表

示：“此次文采会首次实现了跨区域举办、市

区联手、长三角地区联动；首次实现了公共

文化和旅游产品联合参展，是公共文化及旅

游产品供给侧改革的全新尝试。来自全国各

地的公共文化机构聚集在一起，以更大的开

放格局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

的实际问题。 ”

文采会的成功举办，有效促进了长三角

地区优秀文化项目和资源的开放共享，推动

了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多元供给让全区百姓乐
享“文化大餐”

如果说文采会是政府埋单为市民选购高

品质的文化产品， 那么丰富的文化菜单里一

定少不了市民点单和社会各界的智慧与创

新。深谙此理的长宁区始终认为，公共文化服

务的供给侧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

性，发挥各方优势，通力合作，强强联手，使自

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变为自下而上的多方合

力，实现由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广大市

民共同参与和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为吸引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让老百姓的

文化菜单有更多选择， 长宁区于 2018 年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宁区文化繁荣发展

的若干政策资金管理办法》， 让资金的投放

更精准地对接市民的文化需求。

在长宁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长宁区文化

和旅游局积极牵头参与，精心规划，为建筑

空间注入更多文化温度和活力。愚园路公共

市集将街坊老店、社区便民服务点和长宁区

文化馆联合总馆“粟上海·社区美术馆分馆”

有机地结合起来，让文化更贴近百姓生活。

近年来， 长宁区的群众文艺创作也交

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不少自主研发的 “创

新菜” 受到众多市民的赞誉。 其中， 器乐

作品 《和·鸣》 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荣

获第十八届“群星奖”，使长宁区的群文创作

在国家级赛事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长宁沪

剧团、李军京剧工作室以先进典型人物为原

型，先后创作了沪剧《赵一曼》《青山吟》《小

巷总理》、现代京剧《社医仁医》等原创作品。

《小巷总理》受邀参加中宣部、文旅部联合主

办的 “2019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首

都观众同样反响热烈。

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丰表示，

从新品到优品到精品，均是为老百姓提供更

加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也是让广大市民共

享长宁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成果。接下来还将组织一场获奖节目的惠

民展演，作为对长宁群文精品创作的一次集

中检阅。

跨界融合推动 “优质+

均衡”发展

这些年来，长宁区延续“数字长宁”“智

慧高地 ”的数字化优势 ，通过打造 “智慧社

区”，更好地整合全区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提

高居民生活的品质。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率先

建成上海市首家“AI+社区”———“乐爱家”居

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 在 2019 年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上正式亮相， 活动室包括智慧书

房、体魔方、智慧社区体验厅等功能区域，在

全国率先打造了以人工智能 5G 深度应用

为特色的智慧公共文化服务新亮点。

借助新技术，长宁区还打造了集信息发

布、活动预约、阵地管理、云上课堂、非遗体

验、互动反馈、企业服务和旅游咨询等功能

于一体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升级版的数字化

综合服务平台“长宁文化云”已于今年 8 月

正式上线。

与此同时，长宁区以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塑造长宁特色品牌为指引，逐渐形成了

一系列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特色文化 “招牌

菜”，如“曼舞长宁”舞蹈品牌、连续多年举办

中国“荷花奖”舞剧舞蹈诗展评展演、上海市

民舞蹈大赛等等。

长宁文化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吸引

了肖邦国际草地钢琴音乐节、 世界音乐季、

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项目、愚园路国

际钢琴节等高规格文化活动资源不断落地，

给长宁市民就近体验异域文化魅力提供了

极大便利。

长宁区一贯重视文旅融合， 集艺术节、

旅游节、购物节三节合一的“虹桥之秋”文化

艺术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17 届。 三节合一

的模式使得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高质

量融合，每年策划百余项文化和旅游活动来

满足不同市民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

长宁民俗文化中心是上海唯一一家以民

俗文化命名的主题文化馆，今年 6月，在新虹

桥中心花园又成立了 “长宁非遗传承体验中

心虹桥香事馆”， 它们均已成为上海市政府

推荐的旅游景点。 文旅的融合进一步提升了

长宁区域文化软实力，打造区域文化品牌。

长宁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长宁区委副书记、

区长顾洪辉表示：“目前，长宁区在推动长三

角公共文化服务及旅游区域联动发展，创新

搭建公共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平台方面

已取得明显成效。今后要以创建工作为重要

抓手，打造文旅融合的长三角新样板，构建

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推动长宁公共文化

服务‘优质+均衡’发展。 ”

点赞！

长宁用文化凝聚人凝聚社区
文化， 涵养着城市精神、 塑造着城市品格。

不论是大院大团， 还是面向老百姓的社区文化活

动、 社会组织， 长宁区 “优质+均衡” 发展的公共文

化建设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满满的获得感。

华阳社区地处中山公园商圈， 我们所辐射的人

群既有写字楼白领、外国人，更多的是普通居民，文化

需求不同，但文化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相通的。

如今， 市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希

望在家门口欣赏到高水准、口味丰富的文化大餐。由政

府埋单，许多优秀公共文化产品配送到基层，社区演出

一票难求，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由子女推着轮椅

来观看演出，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我心里特别感动。

我们身边的公共文化产品也日益多元化，暑假期间，公

共文化配送清单中出现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比

如古法年糕制作、油纸伞制作、山楂丸制作，这些有趣

又有意义的体验活动凝聚起孩子、父母、爷爷奶奶等各

年龄的人群，文化真正惠及基层，成为家庭和谐、生活

幸福的源动力。

长宁区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任 茅青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内，上海芭蕾舞团、上海

歌舞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市舞蹈学校

比邻而居。 对专业院团而言，“场团合一”缩短的不

仅是空间距离，还有艺术距离。

舞蹈中心拥有国际一流的专业舞蹈剧场和排

练厅，为创作、演出提供了极佳硬件条件。除了专业

演出，舞蹈中心也为我们进一步推广和普及舞蹈艺

术提供了空间，比如我们和舞蹈中心发展基金会合

作推出了“舞空间”公益课堂，每月定期举办公益活

动，邀请老百姓近距离感受舞蹈艺术魅力。

舞蹈中心同时也是一个“文教结合”的平台，学

校聘请我们的艺术家担任“双师型”导师，而我们也

能为学生提供舞台实践的平台。上海市舞蹈学校作

为我们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联合出品方，为

创作、演出提供全面支持。

上海歌舞团团长 陈飞华

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古琴、瑞士近年诞生的

新乐器手碟、 澳洲土著部落传统乐器迪吉里度管、

非洲果壳乐器沙克等 8 种不同乐器合奏的《和·鸣》

今年摘得我国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群星

奖，它呈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也是

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写照。

《和·鸣》创作灵感源自一次偶然的社区走访，

发现了长宁一户热爱音乐的普通家庭，他们收藏的

乐器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从作曲专业的学生到群文工作者，我愈发感受

到基层文化工作要从小缺口打动人，发现生活中的

真善美。 长宁极具包容性的公共文化氛围，无疑是

对创作者的滋养，也给予我们足够大的舞台，除民

乐外，我还尝试创作歌曲、音乐剧小品等等。

民乐重奏《和·鸣》创作者 孙彬彬

武夷路 295 号 “艺空间” 是武夷路城市更新

首个样板， 通过专业社会组织和社区文化艺术中

心相结合的模式 ， 打造街区 “10 分钟文化服务

圈”。 每天早上 7 点 20 分， 身体美学 “塑醒” 瑜

伽课在这里准时开课， 成为周边白领上班前的能

量加油站， 错时运营降低成本， 也使百姓享受更

多优惠 。 除了瑜伽课 ， 我们还有弗拉明戈 、

SWING （摇摆舞） 等专业舞蹈， 以及音乐、 画展

等纯艺术展现和课程， 借助城市更新， 还能在街

头呈现小型演出、 花艺景观设计等丰富内容。

长宁区发展公共文化的一系列举措和良好氛

围让社会组织的各个资源项目得以落地实现， 从

而使街区更具活力。

新海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负责人 朱小虎

Michael 出生于菲律宾， 就职于旧金山州立大

学，是一位跨学科艺术家，太太 Tana 则专注于织艺

创作。

我对公共艺术装置非常感兴趣，它是真正能够

落地并与社会发生关系的艺术形式。此次受邀参与

“艺术家驻地计划”，我们在愚园路体验了上海当地

人的生活，每天在公共集市买早点，和周边的居民、

白领交流，观察城市建筑的诸多细节，感受这里多

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的作品也在思考、传递我

们和居住空间之间的关系。

我的太太 Tana 也很喜欢愚园路的生活， 这里

让她回想起小时候与母亲一起做衣服的时光，这种

在异国他乡找到童年画面的感觉很奇妙，这让我们

特别享受沉浸在这座城市中。

愚园路“艺术家驻地计划”参与艺术家夫妇
Michael 和 Tana

相关链接

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覆盖

目前， 长宁区有 10 个市级场馆、6 个区级场馆、10 个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10 个社区图书馆、20 个社区影视厅、15 个民营美术馆博

物馆、22 个城市公共空间、183 个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以此构成

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实现全覆盖。区属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为

19.75 万平方米，人均面积达 0.28 平方米，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

78 家文化类社会组织在长宁注册

据统计， 截至目前注册在长宁区的文化类社区组织有 78 家，

均活跃在本区域公共文化运营管理和活动中。 长宁区成立了公共

文化服务联盟，与上海市芭蕾舞团、国际舞蹈中心、刘海粟美术馆、

上海愚园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等 30 家社会主体合作培育出“芭

蕾大师公开课” “舞空间” “艺粟工坊”、ART 愚园艺术街区等 56

个文化惠民项目，形成了公共文化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打造“一区两群三圈”文化格局

据悉，长宁区接下来将全力打造“一区两群三圈”的文化品牌

格局，着力打造上海虹桥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整合长宁区历史文

化特色和现代文化资源，建设天山路商业体剧场群、虹桥路音乐舞

蹈艺术群、中山公园红色文化圈、虹桥海派文化圈、新泾江南文化

圈，传承创新区域特色文化，构建美丽街区精神家园。
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外观。

①刘海粟美术馆外观。 ②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 ③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④舞剧 《朱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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