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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经基本打造出“中心城区10

分钟、郊区15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

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

十年间，依托首创的市民文化节平

台，上海累计开展活动40多万项，吸引2

亿多人次参与，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加入

服务阵营，一大批“百姓民星”站到了舞

台中央，在海纳百川的城市拥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

上海公共文化配送从原来的16个

区220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延伸至5500

多个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不仅服务对

象增加了约25倍，而且实现“供”与“需”

更加精准对接。

作为全国首个实现省级区域覆盖的

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化上海云

自2016年上线以来累计注册用户超800

万，借助网络终端，人们穿梭时空感受红

色文化，搭载新技术列车领略海派文化，

在不同维度里体味江南文化……

这一串串数字，是十年间上海公共

文化建设的缩影。以人民为中心，上海

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不断激活

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不断拓展公共文化

空间，以365天不落幕的高质量公共文

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文化离市民近

一点、再近一点，成为生活的日常。在

“百个社区大展示、万支队伍大竞技、社

会各界齐参与、千万市民共享受”的生动

图景中，市民是真正的主角，他们既是公

共文化服务的享受者，也是文化资源的

创造者，还是上海城市文化的展示者、欣

赏者、分享者、传播者。

平台化运作，激发全社会
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的热情

如何提升市民的文化获得感？上海

以“需求侧”推动“供给侧”，构建起公共

文化服务内容供给新格局。最典型的案

例莫过于上海首创的市民文化节。虽然

名字里有个“节”，但市民文化节不是一

个单纯的“实体节”，而是一个让百姓能

够随时就近享受优质文化成果的宏大平

台。它广发“英雄帖”，将多元主体引入

到公共文化的“服务大军”中，激发起全

社会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的热情。大门

打开，源头活水滚滚而来，各类资源纷纷

聚集到这个平台上，使得上海的公共文

化服务从系统内“小循环”逐步转化为社

会化“大循环”。

据统计，市民文化节自2013年创办

以来，有逾千家社会主体先后承办、举

办、参与、服务各项活动。各类资源不断

汇入，带来了公共文化活动形式、内容的

丰富和创新，如青少年传统知识大赛、市

民收藏大赛、乡土文化大展、阅读推广人

评选、市民创意大赛、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大赛等，在升级外延与品质中更好地满

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从全国范围看，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高、影响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服务机

构和服务项目，都不同程度地实践了平

台化运作、平台化发展。”国家文化和旅

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蒯大申表

示，从上海市民文化节可以看到，传统的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员工”模式，正在

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多元主体”

模式。这个主体可以是企业、社会组织、

社会文化团体，也可以是基层群众文体

团队。

市民的自主参与积极性被有效激

发，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示

范效应的群文团队，沪上群文创作呈现

一派生机。据统计，全市现有各级各类

群众文化团队2.3万余支。在不久前完

成的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第十

九届群星奖展评中，上海共有10个节目

入围决赛，创下自2016年《群星奖评奖

办法》修订以来上海入围群星奖决赛作

品数量之最。最终，口琴重奏《爱上这座

城》和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凭借对

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

鲜活展示，收获群星奖。

量身定制公共文化服务，
供需更加精准对接

得益于市民文化节的示范效应，如

今在上海，推动跨界合作，在更大范围里

整合各种资源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公共

文化服务，已成为一种自觉。而在不断

丰富群文“菜式”的同时，上海在提升供

需匹配度上花大力气，琢磨如何让“菜

式”的口味更对市民胃口。

2016年，沪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将原有的多渠道公共文化配送服务统一

到一个平台上，成立上海市东方公共文

化配送中心。2017年，上海在全国首创

公共文化产品服务采购大会，构建高效、

便捷、规范的公共文化信息沟通、采购服

务平台。2018年底，上海为全市5000多

个居村设计了首批配送专属二维码，深

入最基层收集百姓需求。2019年初举

办的“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和

旅游产品采购会”，首次将文采会扩展到

长三角，首次实现公共文化跨区域、全产

业链集中展示、文旅同台展示。2020年

先后举办“2021年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产品采购大会”“2020长三角文采会”，

并首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促

进供需对接。“2022长三角和部分地级

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产品采购大会”

首次走进奉贤，特设“五个新城”专区，将

优质的公共文化和旅游资源向远郊地区

倾斜……

以需求为导向，上海还为不同年龄

层市民量身定制公共文化服务，并以此

为契机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打造人民群

众的“终身美育学校”。六年多时间里，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课程一加再加，校区

也不断增加，受到热烈欢迎。今年，“打

造50个市民艺术夜校服务点”被列入上

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据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馆长吴鹏宏介绍，市民艺术夜

校秋季班已实现16个区全覆盖，在上

海市群众艺术馆总校外，设立了20个

分校和55个教学点，并采用线上线下

联动教学。

“双减”出台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适时推出“周末美育课堂”，邀请专业院

校、院团的艺术家为孩子们做艺术教育

普及。今年春季课程报名开放不到10

分钟，国画、书法等热门课程就已被一抢

而空，最热门的竹笛课，名额“秒空”仅用

三秒。

服务中老年群体，上海市群众艺术

馆创办了老年文化艺术大学。而对于重

点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如残疾人、

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困难群众等，上海充

分用好各类文化阵地、基层服务点等，在

全市陆续开展“同在阳光下”农民工假日

电影放映、“社区阳光院线”等有针对性

的公共文化活动。

打通线上线下，全时全域
覆盖更广泛人群

“文化是体现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资

源，公共文化空间则是盛放文化和社区

活力的容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郑崇选

说，上海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基层文化设

施网络，为市民文化的开展提供了充分

的载体。

一个关键举动是：上海在完善市、

区、街镇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基础

上，向第四级延伸，将提升标准化居村综

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能纳入市政

府实事项目，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仅十个月时间便超额完成目标，

领全国之先。

同时，上海通过资源下沉，打造“家

门口的文化客厅”“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通过文化引领品质生活，厚植人民城市

的文化品位。比如，针对人群居住结构

特点、自然村分散等情况，各区积极推动

建设介于街镇、村居中间的3.5级邻里中

心、街区中心，设置村居4.5级客堂间、睦

邻点等基层服务点。在商圈、楼宇、交通

枢纽、公园绿地、滨江水岸等，与社会机

构共建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的城市书

房、智慧图书馆、望江驿等新型公共空

间，有效补充四级设施网络。

市民还可以“走”进线上文化馆享受

公共文化服务，甚至平时因为忙碌而错

过的活动和项目，也可以在这里细细品

读。以上海数字文化馆为例，这里拥有

文化生活、文化课堂、文化广角等多个板

块，内容涵盖：艺课e堂、有声视界、文化

直录播、文化场馆、文化赛事、市民艺术

培训、文化资讯、云阅读等，与文化馆的

各项职能一一对应。而文化上海云平台

累计活动发布量超过50万场，汇聚场馆

近6000家。打通线上线下空间，上海公

共文化服务全时全域覆盖更广泛人群。

公共文化服务从系统内“小循环”逐步转化为社会化“大循环”

上海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365天高质量供给，文化成市民生活日常

在以往的观念里，群众文化基本是
老年人“专利”。原以为，80后的我在
公共文化活动中更多是作为旁观者和
记录者，但因为上海市民文化节，我成
了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分享者、欣赏者。

改变始于我参加了市民文化节中
华语言文字大赛，从初赛一路闯入总
决赛，获得当年的冠军。我喜欢阅读，
热爱传统文化。通过这次比赛，我不
断精进学识，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
的“战友”。其中，有年近七旬的老者，
也有刚过二十的花样少年。我们在以
后的活动中既是对手，也是同伴。

接下来的数载，每年的市民文化
节，我遇到感兴趣的主题，都会报名参
与。写作大赛、故事大赛……我忠实
记录下生活中每个感动、正能量瞬间，
与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新时代、新风尚。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还发动家
人和朋友一起参加市民文化节的活
动。父亲热爱阅读，热爱学习，于是，
在传统文化知识比赛中，我们一起讨
论赛题，一起参与答题。互相鼓励，共
同分享，这是我们在市民文化节之旅
中的最大收获，我的家庭也获得了“全
国书香之家”的称号。

当我的女儿开始学讲话、学认字的
时候，我想这份对学习的热爱，应该是
我送她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们家庭共
同的瑰宝。通过市民文化节，我们一起
参加活动，一起参与阅读，希望这种生
活方式让我的孩子，和她的同龄人也能
体会中华文字之美。在家庭戏剧大赛
中，我们以小品的方式表达了对传统文
化的喜爱。在“汇讲坛”和读书会的演
讲中，我讲述了自己和阅读结缘的故
事。分享的过程，也是不断提升自己的
过程。一枝红艳，仅在一树春花，如果
能有应和，那么是更多的烂漫锦绣。

这是个真正属于百姓的文化节，
它让艺术变得触手可及。在这里，我
和家人找到了新的文化休闲方式，那
就是去上海音乐厅前面的城市草坪广
场观看演出。露天的场地在秋冬季节
颇有浪漫气质，微风吹来，草坪、灯光、
夜景、音乐，一切都是那么美妙。

文化是城市的精髓和灵魂。十年
耕耘，市民文化节让上海更加富有人
文魅力。生活在这座城市，有幸和市
民文化节同行，不亦乐乎。
（作者为2015年上海市民文化节

中华语言文字大赛状元）

王丽娜

同行十载，不亦乐乎

■本报记者 李婷

公共文化配送
从原来的16个区220个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延伸至5500多个

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服务对象增加约25倍
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从“十二五”末的0.15平方米增至0.2平方米
市民文化节

自2013年创办累计开展活动

40多万项，2亿多
人次参与

在上海，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全年龄段。（宝山区文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