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阵地拓展
让存量功能释放到极致

由 于 城 市 建 设 规 划 和 人 口 现 状 ，
新 建 大 型 文 化 设 施 时 间 长 、 收 效 慢 ，
难以解决实际难题， 闵行将目光瞄准

区内各类存量设施， 因地制宜、 多元

开发， 通过硬件改造和活动注入 ， 将

文化设施的活力发挥到极致。
比如， 对街镇的客堂间进行硬件

改造， 加强其文化氛围， 设置 “乡情

记忆”、 “乡貌变迁”、 “乡土故事”、
“乡风习俗”、 “乡音情韵” 等展示内

容 ， 图 文 并 茂 ， 挖 掘 集 体 记 忆 。 对

“客堂间” 的改造打通了文化配送体系

的 “毛细血管”， 文化资源由此深入最

基层， 截至目前， 全区建成 9 家文化

客堂间， 3 家在建中。
去 年 起 ， 闵 行 推 出 “城 市 书 房 ”

项 目 。 以 政 企 合 作 模 式 运 行 24 小 时

无 人 值 守 自 助 图 书 馆 ， 地 址 位 于 商

圈 及 社 区 ， 采 用 现 代 化 、 网 络 化 、
自 助 式 服 务 方 式 ， 为 广 大 市 民 提 供

就 近 、 高 效 、 全 天 候 的 图 书 借 阅 服

务 。 书房的第一批图书由区图书馆提

供， 后续图书更新和整理由所在街镇

图书馆负责， 运营经费、 场地和装修

等由合作企业提供， 区文广部门对每

一家城市书房补贴设备经费。 书房有

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间， 降低了

居民享受文化服务的门槛， 目前已建

成 4 家。
近年来， 闵行还以政府实事项目

推 进 100 个 市 民 广 场 文 化 设 施 改 造 ，
根据广场面积、 位置、 现有设施及群

团活动情况等配置文化宣传亭、 艺术

雕塑、 标识立柱、 灯光台座、 便携式

户外拉杆电瓶音响、 文化交流活动平

台等设施。 改造有效缓解了群文团队

活 动 与 场 地 供 应 之 间 的 供 需 矛 盾 。
2014 年区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进

行绩效评估， 其评估成绩位列当年实

事项目首位。

建章立制
强化党建引领

让文化服务无微不至 ， 闵行率先

从体制机制入手， 强化党建引领 ， 建

章立制。
近年来先后起草了 《关于加强党

建引领下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

意见》， 明确街镇、 居村层面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建设责任， 要求全区 14 个街

镇 、 557 个居村根据文件要求贯彻 执

行； 制定 《区群众文体团队参与社会

治理街镇 /村 （居 ） 操作手册 》， 以定

性、 定量的方式重点指导居村层面开

展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工作， 包括组织

建设、 社会治理、 团队培育、 平台活

动、 文体设施 5 个方面； 对全区 14 个

镇 （街道、 工业区） 居村书记开展专

题培训； 下发 《区群文团队参与社会

治理实施细则》， 明确年度考核内容。
同时， 推动资源下沉 ， 特别加大

对农村地区、 基层偏远地区的公共文

化服务， 力求将最优质的文化服务和

文化资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2017 年，
首次采用“互联网+”模式面向全市进行

区级公共文化配送产品采购。 依据各街

镇辖区面积、文化设施数量、常住人口

数量等信息，为各街镇设置区级文化资

源配送额度，由各街镇按需点单。 定向

采购一批适合小舞台、小空间、更亲民、
更符合社区开展的文化产品。 第一批配

送场次 170 场， 其中文艺演出 107 场，
文艺导赏 16 场，展览展示 12 场，特色

活动 35 场， 送至四级文化设施的占比

达到了 32%。即将启动第二批街镇点单

工作， 预计新增配送活动 120 余场，将

全部配送至四级文化活动空间。
在队伍建设方面，闵行以全区各基

层文化单位领导、 公共文化业务骨干、
文化志愿者、文化服务员、文化团队负

责人等人员为对象，开展业务培训。 内

容包括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解读 》、
《群文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大型活动

运作及现场风险管理》、《党建引领下的

群文团队建设》等。 并要求闵行区群艺

馆业务干部开展对口联系街镇工作，今
年 3 月份以来， 群艺馆 17 位艺术专职

干部累计赴街镇下沉服务达 500 课时。

引导文体团队
参与社会治理

在积极开展各类公共文化品牌活

动 的 同 时 ， 闵 行 积 极 扶 持 社 会 组 织 ，
鼓励多元参与， 发挥品牌效应，让文化

参与社会治理。
区文广局根据文化品牌活动的特

点及市民群众需求，开展品牌活动“定

制服务”， 改变过去将大部分资源投放

到展演环节的做法， 细化活动内容，增
加活动流程，提高群众的参与度与感受

度。 比如通过“看、学、赛、演”四大板块

结合，开展合唱节活动，除传统的国内

外优秀合唱团精品展演外， 还组织 10
余支国外优秀合唱团深入社区、 校区、
园区、商区、营区，开展展演、培训、讲座

及论坛活动。
区社区广场舞大赛则交由社会团

体———闵行区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

主办，借助区内优质企业支持，撬动社

会资本为群众服务。
同时，注重引导群文团队参与社会

治理。 2016 年，广场舞大赛组委会设置

了“社区公益奖金”，规定个人和团队获

奖就可以为自己所在社区赢得千元公

益奖金，组委会将以获奖者的名义向社

区捐赠。 2017 年，参加大赛决赛的各舞

队的表演视频统一放在赛事网络平台

上进行展示，组委会按 100∶1（100 次点

播量获得 1 元爱心基金） 的比例发放

公益基金， 最终以舞队的名义捐赠给

舞队所在社区的孤寡老人。 同时 ， 要

求文体团队每年参与 5 次社会治理有

关的公益活动， 包括 1 次社区安全检

查活动、 1 次社区环境清洁活动、 1 次

敬老助残活动、 1 次普法宣传活动、 1
次配合主题宣传活动。

广场文化团队

自治治出了 “五星级”
闵行， 位于上海西南部 ， 常住人

口 254 万余人， 有各种群众文体活动

广场 200 余个， 各类活动团队 3000 余

支， 一个广场平均要服务 15 支团队 。
噪音扰民、 争抢场地等问题频出 。 自

2013 年起， 闵行将广场舞纳入基层社

会治理工作体系， 以改善广场硬件设

施为突破口，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斥资

完成了 “100 个市民文化广场 ” 的 设

施改造。 硬件好了， 但后续谁来管理？
2014 年， 闵行区文广局推进市民

文化广场管理机制的改进与创新 ， 根

据 《区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办法》， 吸收

文化基层单位工作人员、 相关居委及

物 业 工 作 人 员 、 广 场 文 体 团 队 代 表 、
热心居民、 志愿者为成员， 组建了一

个 “市 民 文 化 广 场 管 理 协 会 ”， 并 在

区、 镇、 广场三级设立相应的自我管

理组织， 打造 “政府引导、 社会管理、
群众参与” 的广场舞管理新机制。

改造后的广场由市民文化广场管

理 协 会 协 助 当 地 文 化 部 门 统 一 管 理 ，
一些制度随之出台。 比如， 各广场灯

光必须在每晚 9 点半前关闭、 音响声

音须控制在 75 分贝以内等等。 100 个

市民文化广场也纷纷采取社会团体管

理运作的模式， 吸纳群众领队、 设立

管理协会。 区文广局局长杨继桢表示：
有了广场舞阿姨这支核心力量的加盟，
今后组织群文活动、 推出文化服务新

举措， 效率往往更高。
在制度建立、 完善的过程中 ， 区

文广局前后召开了 12 次意见征询会 ，
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市民群众等

约 500 人次参与， 一起制定 “游戏规

则”， 确保 “规则” 的可操作性、 权威

性和认可度。
比如， 管理协会开展的一项亮点

工作， 就是星级团队考核评选 。 该评

选采取 “基础分+加分项+扣分项” 方

式进行考核， 将团队评为三星、 四星、
五星级广场团队。 又规定如果被群众

投诉一次， 就要被相应扣分； 团队之

间 因 不 团 结 而 闹 纠 纷 ， 也 要 被 扣 分 ；
参加全国举办的赛事得奖， 能按不同

奖项加分。 而且， 不同星级的广场团

队将获得不同层级的扶持资金。
事实上， 各广场每年根据考核分

数， 向区、 镇两级文化部门申请文化

输送服务， 包括艺术培训、 文化活动

观 摩 等 。 考 核 得 分 在 90 分 以 上 的 五

星 级 广 场 团 队 ， 能 获 得 更 多 展 示 机

会。 有舞蹈队领队表示： “我们的广

场舞队员都有集体荣誉感， 渴望在更

大的舞台上亮相。 现在的这个考评机

制 ， 让 阿 姨 们 更 自 觉 主 动 约 束 好 言

行， 将精力放在排练好节目上。”
这 样 的 机 制 下 ， 近 年 来 闵 行 区

的 广 场 舞 市 民 文 化 活 动 逐 步 纳 入 了

规 范 、 健 康 发 展 的 轨 道 。 全 区 广 场

舞 活 动 涌 现 出 43 支 区 级 优 秀 团 队 ，
其 中 26 支 已 在 市 级 及 以 上 相 关 赛 事

中 获 得 过 荣 誉 ， 而 居 民 投 诉 率 则 始

终保持低位 。
对于广场文体活动及团队的管放

结合， 也让政府尝到了甜头———政府

不 再 大 包 大 揽 ， 而 让 社 会 组 织 唱 主

角。 区文广局也尝试让渡出更多的舞

台 空 间 ， 采 取 委 托 管 理 、 购 买 服 务 、
协 议 合 作 等 方 式 ， 将 部 分 活 动 场 所 、
活动项目进行社会化运作。

如今， 区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

已争取到闵行区社区广场舞大赛的主

办权， 进一步发挥出协会的资源优势。
比如， 与区内优秀企业合作， 以 “市

民 评 审 看 片 会 ” 的 创 新 形 式 ， 营 造

“广 场 舞 ， 大 家 跳 ， 广 场 比 赛 ， 大 家

评” 的良好氛围， 充分尊重市民的自

发性、 组织性和艺术性， 为全区居民

献上了一场家门口的广场文化盛宴。

拓展文化辐射， 丰实文化获得
闵行区辖区面积 371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260 万 ， 按目前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情况 ，每
24.7 公里有 1 个社区文化中心 ， 相当于每 1.7
万人配备 1 个大型文化设施， 这导致闵行的公
共文化设施服务半径过大， 居民获取文化服务

成本过高， 基层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并
不均等。

如何探索公共文化阵地的有效布局、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延伸下沉、发挥公共文化活动品牌效
应？ 聚焦“文化获得感”的闵行，给自己出了这样

一道考题。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闵行区文广

局着力做了这样几件事 ：强基层 、建机制 、融资
源，一个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发展均衡、惠及全
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显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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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艺馆转型

在群文生活中当 “舵手”
近期，闵行区群艺馆与上师大谢晋

影视艺术学院建立了学生产学 实 践 基

地，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专业知识与实

践能力相结合的文化展示平台，也为区

内优秀文化队伍建设和文化活 动 提 供

了专业辐射和支持。 以往，群众文化的

参与以老年群体为主体，如何让更多不

同年龄段的市民来群艺馆活动？ 闵行在

实践中探索群艺馆转型的路径。
让市民零门 槛 参 与 ， 让 业 务 干 部

“下沉”到最基层，这是群艺馆转型的第

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因此 ，除常规培训课程 、暑 期 课 程

外 ， 今年区群艺馆出台了一套 群 艺 馆

“下沉服务”工作手册，要求馆内所有的

艺术专职干部与 14 个街镇结对 ，在 原

有工作基础上 ， 点对点地开展 合 作 交

流 、业务指导 、专题培训课程……今 年

3 月 份 以 来 ，群 艺 馆 17 位 艺 术 专 职 干

部 累 计 赴 街 镇 开 展 下 沉 服 务 达 500
课 时 。

群艺馆的干 部 主 要 负 责 组 织 各 类

展览 、演出和比赛 ，在提高自身业务能

力外，同时也担负着培养群众艺术兴趣

的重要职能。 在下基层培训的过程中，
群艺干部们充分感受到了民众 对 于 文

化艺术的追求与需求。 也更清楚地认识

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群艺馆的许 多 活 动 大 多 在 双 休 日

进行，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艺术

活动中， 一些基层的培训也选择在周末

进行。 而今年暑期所开设的 10 个培训项

目，特别针对年轻市民所设计的。
例如 ， 群艺 馆 与 区 内 中 航 商 发 合

作，把一些有特色的活动带进企业。 融

合闵行的科技和文化特色，根据年轻人

的兴趣点和需求来推出相应的 培 训 课

程。
群艺馆工作模式的转型，带来了大

众对其品牌价值的认可。 如今，许多街

镇 （工业区 ）的文化站会主动联系上群

艺馆，来寻求指导和服务。
“在群众文化生活中， 我们不甘当

‘水手’，而要争当‘舵手’”，区群艺馆负

责人这样表示。
没有“重金”投入，但区内的群艺之

花正在各个层面全面绽放。 《麻辣婆》等
多个群众节目在全国和市级比赛中，取

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文化场所亮点

客堂间有了文化气质

“客堂间”， 这原本是闵行村民们举

办红白喜事、 聚会的场所， 一个最熟悉

的地方。
近年来， 在推进文化建设的大背景

下， 客堂间被注入了文化内涵， 成了村

民文明修身的好去处。
文 化 客 堂 间 是 闵 行 区 推 动 社 会

“硬” 治理走向文化 “软” 教育， 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第一批试点项目， 在梅陇镇和七宝镇

先行试点， 目前已率先试点建设九个文

化客堂间。 它作为邻里中心的延伸拓展

阵地， 通过硬件改造， 打破传统服务模

式， 将文化资源从街镇配送到 “毛细血

管 ” 村居 ， 渐渐成为村民们的 精 神 食

堂。 越剧、 沪剧、 文化讲坛、 乡情故事

说书团、 杂技、 达人秀等节目定期在这

里上演，
居 委 、 村 委 书 记 也 常 常 在 此 “摆

摊 设 点 ” 倾 听 居 民 诉 求 ， 帮 助 化 解

难 题 。
闵行区首批 21 座 “修齐讲堂” 也

定期进入客堂间讲演， 打造居民修身齐

家、 睦邻友善的道德文化新空间。
一个小小 客 堂 间 ， 不 仅 发 展 了 文

化事业 ， 搞好公共文化服务 ， 还 是 提

升区域软实力 、 提振居民精气 神 的 重

要方式 ， 更是推动社会治理工 作 的 重

要途径。
以梅陇镇客堂间为例， 将以此为平

台 ， 成立 “十大文化领军人物 ” 工 作

室， 培养一批有社区影响力的文化领军

人物， 建立起专业的群文工作队伍， 从

而实现 “村村有团队、 居居有沙龙、 周

周有活动、 月月有平台、 季季有比赛、
年年有激励 、 人人都参与 、 户 户 都 欢

祥” 的文化愿景。

通宵 “城市书房” 火了

目前， 闵行有一家区级图书馆， 14
个街道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为

了给居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公共阅读空

间， 今年闵行把全自助式公益阅读空间

开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 24 小时无人值

守书房 “温馨问世”， 再一次拉近了市

民和书籍的距离。 比如， 由江川路街道

管辖的碧江馆和凤凰馆自迎客以来， 江

川 图 书 馆 借 书 证 的 办 理 量 同 比 增 长

150%； 2 家仅 160 平 方 米 的 书 房 图 书

流通量达到江川图书馆的 20%。 年内，
闵行计划共开出 7 家 24 小时书房， 将

采取区域共建模式。
很多读者对书房的评价是： 方便，

适合于只有碎片时间的都市人， 只要有

空就想来坐坐。
24 小时书房虽无专人值守 ， 但大

家都守规矩。 比如， 书房内的亲子阅览

室， 每个人都会脱鞋进入， 注意保持环

境整洁。
城市书房同 样 吸 引 了 志 愿 者 的 目

光 ， 还没开张 ， 就已经有居民主 动 来

问： 需要志愿者吗？
目 前 ， 位 于 鹤 庆 路 900 号 的 碧 江

馆、 石屏路 517 号的凤凰馆分别由 2 家

企业公益赞助场地， 政府负责管理。 两

家书房已与公安监控联网， 江川路街道

及图书馆等工作人员都主动利用自己下

班时间轮流 “照看” 书房。
政 府 为 市 民 打 造 家 门 口 的 图 书

馆 ，而 老 百 姓 则 把 它 珍 视 为 “屋 里 厢 ”
的书房 ， 一个小小书房传递出 了 城 市

的温度 。

链接

题图： （左） “城市书房” 项目采用现代化、 网络化、 自助式服务方式。
（中） 文化客堂间深受市民喜爱。 （右） 专业文艺演出深入社区。

上图 （自上而下）： 群艺馆的活动吸引各类人群；24 小时无人值守自助图

书馆； 区内的群艺之花全面绽放；闵行区通过“看、学、赛、演”四大板块结合，开
展合唱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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