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嘉定定：：让让公公共共文文化化触触手手可可及及

近日，2017 年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
评展演结果揭晓， 嘉定区多项成绩全市第
一，再创历史最好成绩。

优异的成绩来自丰厚的群文土壤的培
育。近五年来，借助区内公共文化设施硬件
的不断完善，以及“文化嘉定云”等“互联
网+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运作模式，嘉定
全区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场次从 2012 年
的 2240 场，参与群众 79.2 万人次，增长到
2016 年的 2.46 万场次， 参与人次超过
226.7 万人次。

嘉定的群文项目， 依托区文化馆总分
馆建设机制，延伸至十二个街、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辐射基层社区、校区、厂区、园
区、机关、楼宇等公共区域，对接了不同区
域、不同对象的多样性文化需求，吸引着全
区百姓积极参与， 共 150 余个团队和个人
获得市民文化节“百强”称号。每年“百姓大
舞台”开展各大赛事 500 多场，参与人数近
8 万人次，受到百姓热捧；“百姓大展台”每
年开展平面赛事 500 多场， 参与人数近 5
万人次。 这些活动采取“广泛发动、自愿报
名”的方式，还在各个比赛场地增设了现场
报名点，大大增强了百姓的参与热情。每年
组织的“百姓梦想秀”嘉定区优秀群文团队
展示及展演， 让区内每个群文爱好者都有

机会成为百姓心中的“民星”。 嘉定还分别
承办了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戏曲·曲艺大
赛、青少年戏曲大赛、少儿曲艺大赛等多项
重大赛事。

公共文化触手可及， 嘉定的群文创作
水平也因此水涨船高。每年开展的“我的舞
台我的梦”嘉定区创作节目展演，展演节目
均为全区群文骨干的原创节目， 活动涌现
出一大批作品令人瞩目， 多个作品曾获得
“上海之春”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新作奖”及
“优秀新作奖”。 其中，舞蹈《小笼师傅》、小
组唱《古镇风情》、情景故事《戆到底》、沪书
《领奖风波》等多个作品还斩获群文类最高

奖项群星奖。
区文化馆还根据全区实际情况举办了

声乐、合唱、舞蹈、沪剧等各类培训，都吸引
了大批爱好者参加， 从根本上提升了市民
文化素养， 造就了多方面高水平的艺术人
才。文化嘉定云第三期新增的众筹项目，只
要达到预定人数即可开班， 市民花不超过
50 元的报名费，就能自主选择参与专业老
师教授的系列课程。 在这些活动中实际积
累到的经验与知识， 为嘉定区群文创作指
明了创作的方向、 提供了广泛的现实素材
和群众基础， 使创作出的作品更具吸引力
和生命力。

制定标准 提升品质
为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有效整合和

统筹利用，提升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
理和服务水平， 嘉定区把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工作纳入工作重点， 计划通过两年时
间全面推广建立“以规范管理为核心、以便
民服务为目的”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使“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
务过程程序化”，实现从经验化管理向标准
化管理和服务的提升， 进一步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的能级和质量，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的公共文化需求。

该项目搭建形成 《嘉定区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体系表》，建立公共文化服务通用基
础标准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标准体系三大体系，并
将其细化为 200 多条标准， 内容涉及公共
图书、群众文化、文博艺术、数字服务等多
个领域，充分发挥标准作为规范服务行为、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能升级的主导作用。

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6 月高分通过上海
市标准化试点验收， 并将于 2018 年接受国
家标准化试点验收。 目前，嘉定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体系中部分标准正在申请上海市地
标立项。

嘉定拥有了保利大剧院、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陆俨少艺术院、韩天衡美术馆
等一批高品质高标准的公共文化设施。 同
时， 每个街镇都拥有各自的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 满足附近居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需求。随着公共文化设施的不断健全完善，
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好这些场馆硬件设施，
更贴近公众的文化需求， 更好地培育公众
的文化生活方式， 成了嘉定近年来一直在
探索突破的关键点。

根据文化部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要
求， 嘉定区因地制宜提出了建立公共文化
数字服务平台的概念， 即建立 “文化嘉定
云”线上平台，整合区内公共文化设施的线
下资源，通过“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
运作模式， 从而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
效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级，提高公众享
受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文化嘉定
云”于 2014 年初正式上线试运行，经过近
四年的运行，已开辟形成了具有文化活动、
场馆预订、文化众筹、文化社团、网上书房、
发现故事、 数字展馆七大服务版块的公共
文化数字服务平台。

其中，“文化活动” 版块汇总区镇两级
的精彩文化活动， 并开发网上预订票务系
统。公众参加活动只需通过网络预约，活动
当天直接到现场终端机自助取票即可。 目
前，“文化嘉定云” 的信息服务已经覆盖到
全区 100%的区级公共文化活动、87%的镇
级公共文化活动、 以及部分村居级公共文
化活动。

“场馆预订”版块在上海首创了公共文

化设施场馆预订综合服务平台， 目前已整
合区镇两级公共文化设施近 150 间文化活
动室，向市民开放提供网络预约服务。这项
服务对于优化公共文化设施资源配置起到
了积极作用，在实现服务均等化的同时，也
促使更多的市民使用到了公共文化场馆。
至今年 6 月底， 全区公共文化场馆利用率
同比增涨了近三倍。

“文化众筹”版块将“众筹”的概念引入
公共文化领域， 为社会力量参建公共文化
搭建云平台， 让组织者通过网络向市民征
询互动、募集资金，以支持文化活动的组织
开办，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源头活水。2017
年 4 月 15 日正式上线以来，已接受由社会
力量主导发起的“花享艺术·自然美界插花
课”、“零基础学工笔画”、“零基础学写意花
鸟中国画”、“青少年书法基础入门培训课”
等 71 场文化活动，受到市民热捧。

“文化嘉定云”提高了政府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 通过网络向市民提供开放、透
明、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建立起了规范便
捷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制度， 大幅度提高
了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效率。 它打通了区
级文化场馆之间、 区镇两级文化场馆之间
的信息沟通渠道，全区形成了“资源整合优
化、服务一口对外”服务标准，从而提升了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同时它也探索建立了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通过将各文化单位提
供的文化资源统一汇聚到平台上， 使得活
动数量、 质量以及市民反馈等情况一目了
然，最终，“市民的选择”成为了衡量各单位
公共文化服务质量重要的评价标准。 各文

化单位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 更加注
重以市民需求为导向、 以提高市民满意度
为目标，在标准化管理的引领下，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和效率。

“文化嘉定云”营造了全民参与的社会
文化氛围， 普通市民既是公共文化建设的
服务对象， 又成了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力
量。一方面，“文化嘉定云”将参加文化活动
的主动权交给市民，使过去的“要我参加”
变成现在的“我要参加”，让市民对公共资
源更加珍惜，树立正确的公共资源消费观；
另一方面，针对过去普遍存在的迟到、场所

设施使用不当等行为，“文化嘉定云” 以黑
名单和积分制度进行制约， 规范了市民在
文化场馆和公共场所的行为礼仪。 此外，
“文化嘉定云”实行“半实名制”，即线上实
名订票，线下不记名入场，且支持亲眷好友
相互“赠票”，同时在运行过程中开展了“我
为爸妈订戏票”等活动，促进更多的市民参
与公共文化活动。

至 2017 年 10 月，“文化嘉定云”共发布
3419 场文化活动预订， 发布票数 23 万余
张，拥有注册会员 10 万名。 近三个月来“文
化嘉定云”的日均访问量达到 34 万次。

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嘉定，正迎来纪念建县八百周年的启动年。 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文化
传统，滋养着嘉定这座城市。 而近年来积极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历程，更使
“教化嘉定”的内涵经过时代的发展和弘扬，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如今的嘉定，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大幅增加，一批高品质公共文化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成
为新的地标，公共文化设施末梢建设更是积极推进。 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嘉定积极探索解决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瓶颈和难点，形成了公共文化社会化建设、文教结合机
制、公共图书、群众文化系统总分馆模式等多项公共文化亮点举措。 其中数字化和标准化两项
工作获得全国的示范推广。

如今的嘉定，正不断优化全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方式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
度不断提高。 据第三方机构的调查显示，2016 年底，嘉定区公共文化服务满意率 95.81%，达
到优秀水平，比 2015 年上升 6.53 个百分点。

让传统文化滋养心灵，让公共文化触手可及。 八百年“教化嘉定”，正进入全新的时代。

嘉定百姓文化生活进入“云端时代”

大众参与，群文创作出硕果

“文教结合”
形成三大共建机制

文教结合项目是嘉定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重点任务之一， 目的
是深入推动教育、文化事业紧密合作、深度
融合， 进一步提升全区公共文化服务总体
水平。目前已形成了文教人才共建、文教项
目合作、文教设施共享三大文教共建机制。

文教人才共建机制通过打通盘活全区
文教两大系统的文艺人才资源， 建立起文
教一体的文艺人才库。 如在学校积极组建
少儿打击乐团、少儿故事创作讲演基地、学
校评弹社等， 各校教师组成文化志愿者队
伍，向市民及青少年提供沪语讲座、绘本课
堂、纸艺课、微笑图书室、儿童“故事小屋”
等公益性文化活动。

文教项目合作机制以市、 区各类文化
节、学生艺术节、文化配送项目为载体，探
索文教系统资源的整合方式和供给途径。
制定形成“校园文化项目菜单”、面向全区
师生开展“文化教育实践普及项目”。“图书

馆之旅”、“艺术课堂”、“爱赏嘉定”、“爱上
美术馆”等系列活动，让每个孩子“在幼儿
园阶段初步了解图书馆， 在小学生阶段参
加图书阅读、艺术普及、文博艺术活动各一
次， 在初高中阶段按兴趣特长参加专业院
团文艺演出观摩活动及文化志愿服务等，
让文化教育实践体验贯穿孩子的成长过
程。 至 2017 年 8 月，嘉定区文教实践项目
已开展 649 场活动， 参与师生共计 45.08
万余人次。 还组织开展“非遗进校园”、“戏
曲进校园”、“我们的节日”等活动。

文教设施共享机制整合教育系统设施
资源， 在条件允许的学校实现文化设施有
组织、分步骤向社会提供服务，推动学校设
施向社会开放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实现公
共文化设施面积倍增。 2017 年 5 月，上海
市首家打破学校围墙共享文化资源的周末
书房在江桥小学启用。

（嘉定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供稿）

地标性公共文化建筑

上海保利大剧院， 由世界著名建筑
大师安藤忠雄设计， 位于嘉定新城远香
湖畔，已运营三周年。 3 年来，有来自国
内外的 200 多个演出团体、17000 多名演
员在保利大剧院登台献演， 观众超过了
60 万人次。 每场演出，剧院方面会将其
中 10%的座票以 30 元至 80 元不等的公
益票价出售。

嘉定图书馆新馆， 由中国著名青年
建筑师马清运设计，被网友誉为“最美图
书馆”。 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设计藏
书量 60 万册，目前馆藏 30 万册。 采用最
便捷的 RFID 借阅设备， 八个免费开放
的主题文献阅览区各具功能， 不同年龄
层的读者可以互不干扰， 特藏室特别收
集了嘉定地方历史文化资料供查阅。 入
口旁还有一个 24 小时运行的自助图书
馆，3 万册藏书可供读者夜间借阅，且每
周不断更新。如今，“最美图书馆”日均流
量逾 8000 人次，高峰时超过 1.3 万人次。

此外， 嘉定文化馆新馆、 嘉定博物
馆新馆、 韩天衡美术馆等高品质、 高颜
值的文化场馆相继建成启用， 成为嘉定
的新地标。 海上文博苑博物馆综合体、
法华里等一批文化设施项目的建设也在
有序推进。

海上文博苑

“海上文博苑”项目定位为创新型博
物馆综合体， 集中展示国内外顶尖收藏
家藏品和近现代美术家、艺术家作品。项
目地块东至横沥河，西至城中路，南至嘉
罗公路，北至环城河，与已建成的南水关
公园、韩天衡美术馆以及“现厂”文化创
意园区隔岸相望， 并与州桥历史文化风
貌区及孔庙、法华塔院、竹刻博物馆、顾
维钧陈列馆等并处同一轴线， 又与嘉定
新城远香湖、保利大剧院、嘉定图书馆、
文化馆等文化地标遥相呼应， 具有区域
文化旅游效应。

博物馆主体建筑内初步设计约有
25 个固定陈列馆和 3 个临时展馆。 藏品
包括中国书画、碑帖、油画、瓷器、建筑、
家具、青铜器、字砖、金石、古玩、杂件等，
以文物和艺术品为主。 藏家和艺术家涵
盖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和美国等地。开馆
后海内外客人可在一个地方欣赏到几十
个国际一流收藏家的藏品、 一流艺术家
作品。 公共空间内还将有咖啡室、茶室、
报告厅、会议厅、公共空间、社教空间、互
动体验等。目前，“海上文博苑”已有意向
性展馆 23 个 （20 个已签约藏家+3 位候
补藏家）。该项目是嘉定“十三五”期间的
重大文化项目、 嘉定建县 800 周年的重
点项目和“教化嘉定”的标志性项目。

民办博物馆

目前全区共有上海翥云艺术博物
馆、上海梧桐美术馆、明止堂·中国字砖
陈列馆、上海四海壶具博物馆等 38 家民
办博物馆（陈列馆）。 民办文化设施已成
为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安亭镇的翥云博物馆， 馆内物品全

部来自馆长周嘉的个人收藏， 其中不乏
可媲美公立博物馆藏品的珍贵文物。 展
品包括珍贵的嘉定地方文献、 明清两代
嘉定先贤的书画、竹刻作品，以及部分现
代竹刻作品。

翔艺术馆坐落于上海南翔智地文化
产业园，大部分建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
共三个展厅，总面积 2000 平方米。 它以
南翔地域文化和海派文化为基础， 精炼
出代表上海南翔的“翔派艺术”，馆藏艺
术品涵盖山水画、工笔画、油画、书法、陶
瓷、工艺品、紫砂等大师级作品超过 120
多件， 同时定期举办著名艺术家的专题
作品展出及公益拍卖活动。

灵岩山房江南文人家具展示馆由嘉
定区江桥镇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沈
家祠堂”改造而成，由收藏家周纪文个人
收藏的一批江南明式文人家具免费向市
民长期展出。

我嘉书房

坐落于江南名镇南翔的“我嘉书房”
（南翔·安居广场）前不久正式开馆，这是
继“菊园·绿地天呈”后的第二家。嘉定区
精心打造的“我嘉书房”是上海市首个以
政企合作模式运行的 24 小时图书馆延
伸服务项目。 高颜值的“书房”融合了 24
小时自助图书室、社区文化空间、市民科
创实践基地、志愿者自治基地、公益休闲
区域等多元功能， 不但纳入了上海市中
心图书馆“一卡通”系统，与全市公共图
书馆通借通还，还提供了自助借还图书、
自助办理读者证等便捷服务。 免费的
WIFI 网络也让市民畅快使用各类终端
设备， 为市民搭建了内容丰富多元的家
门口的高品质阅读空间。据悉，到今年年
底，嘉定区还将新增 4 家“我嘉书房”，成
为当地文化新地标。

商圈中的图书馆

“嘉友站”位于嘉定州桥景区疁城新
天地中心广场西侧， 房主新天地乐宸置
业公司无偿腾出 250 平方米房子改建为
公共图书馆。 书吧内有 5000 册图书可
供阅览。 “品读” 空间位于安亭镇 “嘉
亭荟” 城市生活广场四楼， 面积 300 多
平方米， 1 万余册藏书都是从市民中征
集而来。

坐落在寸土如金的繁华商圈， 闹中
取静的阅读也有一种别样的风味。 嘉定
区着力推动公共图书馆走进商圈， 方便
市民在逛街购物之余，参与阅读、上网、
观影、听讲座等文化活动，成为又一张与
时俱进的城市文化名片。

公共文化设施末端延伸

在村居综合文化活动室全部建设达
标的基础上， 建成 100 家 “百姓书社”、
113 家农家书屋、6 家外来务工人员电子
阅览室、16 个企业共享流动书箱、5 个 24
小时街区智慧图书馆、2 个“我嘉书房”、
1 个“周末书房”。 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
需求。到今年 6 月，嘉定公共文化设施总
面积达 56.15 万平方米，人均享有公共文
化设施面积约 0.36 平方米，比 2015 年提
升了近 20%。

嘉定公共文化设施略影

上图 为群
文团队利用文
化嘉定云预订
到区文化馆排
练节目。

左图 为嘉
定文艺普及系
列 活 动———中
国舞蹈。

右图为
“群星奖”获
奖 作 品 ：男
子群舞 《小
笼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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