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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3月23日，上海市

民文化节正式开启大幕，在全国

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开创全新的群

众文化活动办节模式。十年的探

索与创新，收获累累硕果：累计推

出各类活动约40万项，惠及市民

约2亿人次，培育各类“百强”团

队和个人近万支（名）。

可以说，市民文化节是上海探

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路径的

一个缩影，见证和推动了上海文化

的繁荣发展与市民文明素养的不

断提升，探索和走出了超大型城市

举办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有效路径，

培育和打造了新时代十年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上海样本”。

这是如何做到的？市民文化

节的创办初衷是什么？十年取得

巨大成绩背后的原因何在？昨天

举行的“人民节日 向美而生”上

海市民文化节十周年座谈会上，

组织者、参与者和专家学者纷纷

讲述了他们眼中的上海市民文化

节。从中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密

码，更有理由相信——未来，以

“社会大美育计划”为牵引，这个

真正属于百姓节日必将孕育出更

多“人人出彩”的新成果，书写更

加生动的人民城市文化答卷。

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创办是应时代大

潮而生，满足了市民从观众变为展示主

角的文化需求。

1980年我进入群文行业，几乎见证

和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后群众文化事业建

设和发展的过程，也深切感受到市民文化

需求的不断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

家都是单位人，群文的主要工作是培育和

助力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的建

设，组织各行业职工和人群中的文艺骨

干，组成各类团队，在重要节庆和传统节

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丰富多样的文

化活动，来活跃市民的文化生活，以补充

专业艺术院团的不足。当时出现了很多

工人作家、剧作家、艺术团队，我们的骨干

队伍都是年轻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群文学会陆

续以不同主题举办全国征文，1995年的主

题是“老年文化”。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

访了市级、区级老年大学和街道文化站组

织的老年文艺团队。当时老年大学课堂还

有空座，不像现在一席难求，95%以上都是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长女性，她们参与活

动的目的是学艺、交友和丰富退休生活。

因此我以“老年妇女文化心态初探”撰文，并

在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一定反响。那一代

长者退休后继续工作以补贴家用的人较

多，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文化需求表现还

不广泛。

今年两会期间人口专家接受专访时透

露，2000年全国老年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

的比例是49%，现在没有受教育比例是

10%，也印证了这一点。

新世纪之初，上半年的上海国际音乐

节和下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都设立了群

文活动板块。当时的市领导要求上半年主

要举办群文创作展评展演，下半年是群文

优秀作品的集中展示，当然在舞台上、展厅

里进行呈现的都是优秀群文团队和群文骨

干，绝大多数市民是观赏者。随着社会的

发展，退休人员结构的变化，市民文化需求

也不断变化和提升。

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为市民需求

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园区内外几十

个舞台和展厅，要在半年的时间天天有演

出和展览，除了各类艺术院团，很多舞台

都由群文团队来支持。特别是每个区承

接的舞台，很多社区团队都成为主角，虽

然水平有参差，但要登上世博的舞台和展

厅，在艺术呈现，服装、化妆，书画装裱，活

动现场氛围营造等，都有很大的提高，也

由此激发了市民成为展示主体、舞台主角

的愿望。

在2012年上半年起草市民文化节方案

的时候，从上海社区文化节，到后来定名为

上海市民文化节，以人为本，创建一个市民

自己的节日，也应和了那时很多上海市民

希望成为被观赏者，或者展示主角的需求。

上海市民文化节以活动和赛事为抓

手，内容大大突破了传统群文活动的范围，

收藏、创意、烹饪、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等等赛

事关照不同年龄和人群参与。从第一届开

始就在项目设计上关注青少年，舞蹈大赛

设立流行舞板块，6000支参赛团队中，有

3000支青年舞蹈团参加。2014年创办的传

统知识大赛和传统经典诵读大赛，当年就

各有10万人和15万人参与网络答题，85%

以上是青少年。还有其他各种青少年的大

赛，是希望青年人重新参与公共文化活动，

享受公共文化建设的成果。

我被封为市民大赛的总监审，很多大

赛决赛都在现场。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赛

前一分钟的自我介绍，很多人都说感谢上

海市民文化节让我实现梦想！有一个年轻

的戏剧社，站在800秀的舞台说，感谢市民

文化节，让我在戏剧谷的舞台圆梦！我想

这些市民也许一生只此一次能够登上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东方艺术中心、上交音乐厅、

文化广场、保利大剧院的舞台，中华艺术宫

的展厅等等，但是这些上海的标志性文化

设施让普通市民实现文化艺术梦想，很

值！未来我相信上海市民文化节能够满足

市民越来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一定

会越办越好！

上海作为一座具有高度现代文
明的大都市，一座诞生了中国共产
党、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底蕴的伟大
大城市，怀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好
愿景，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
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这“五个中心”的战略
目标结合，努力把上海建设成国际
文化大都市。

提到国际文化大都市，我们很
自然地会联想、对标巴黎、纽约、伦
敦、东京的剧院、图书馆和文化设施
的数量，对标高端文化人才多少，文
化品牌的影响大小。其实，一座有
文化的城市，城市空间的主体是市
民。而国际文化大
都市有一项隐性的
比较难以量化的要
素，就是生活在一座
城 市 里 的 大 多 数
“人”的文化素质的
高下。国际文化大
都市不仅是少数文
化精英的王国，同时
是普通芸芸众生的
精神乐园。一座城
市的文化，主要体现
在作为文化标杆的
精英小众文化和作
为文化基座的大众
文化。没有标杆，城
市就会失去文化引
领，就会在复杂的现
代社会成为迷路的
羔羊。同样，没有厚
实的基座，一是标杆
升不高，二即使有文
化标杆也会成为孤
独虚无得不到公众
呼应的孤家寡人。
城市市民自身的文
化底蕴丰厚和浅薄，
已经成为城市文化
和城市自身久远健
康发展的关键。

上海是一座有
着自己悠久独特市
民文化传统的现代
城市，让每一个市民
成为一座城市的文
化真正主人，让尽可
能多的市民在文化
的学习和理解中享
受文化的快乐、感受
在文化创造中的自
身价值，最终全面提
升城市文化素质，一
项大胆而具有伟大
想象力和创新意识
的城市文化构想在
2012年浮出水面，
2013年付诸实践，
举办上海市民文化
节，开设一个全新的
文化进入端口。这
个端口具有把上海
这 座 2400万 常 住
人口、16个区、200多个街镇的特
大国际化城市尽收眼底的广覆盖；
老少妇孺、各行各业，人人皆可参
与的低门槛；纵贯一年春夏秋冬、
365天、线下线上的全延伸，从而
使文化不再是精英的专利，也成为
大众可亲近的能作深度沉浸体验
的“生活”。这是一个在城市转型
的历史关键时刻整体提升超大规
模市民群体文化素质的宏大构想，
同时也是一个有担当但不乏冒险
性的前瞻构想。事实上，在城市发
展史上，还很难找到一个相类似的
如此广袤如此延伸的文化节庆活
动。十年前，谁也无法想象这个

“一年办一次，一次办一年”的文化
节将会是什么模样。

实 践 是 检 验 真 理 的 唯 一 标
准。市民文化节以每年超过4万
项，累计40万项的文化活动，和每
年2000万上下，十年计2亿的参
与人次，释放了潜藏在于千百万普
通市民中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
文化能量。他们在市民文化节的
平台上载歌载舞，大胆奔放的自我
表现，尽情展露自己的艺术才华。
市民文化节从方向到细节充满了
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情怀，事事处处
以满足市民百姓的需要为出发点，
以市民百姓的文化欢乐、享受为目

标，让他们走进心目
中神圣而曾经遥不
可及的艺术殿堂，一
展自己潜在的艺术
才华，成为文化舞台
的主角主唱主演和
主人。上海市民文
化节举办当年即入
选年度国内十大文
化新闻、上海十大新
闻，次年又被评为上
海社会建设十大创
新项目，产生巨大良
好的社会效应。譬
如市民文化节对于
家庭元素始终不渝
的高度关注和倾情
投入。在阅读家庭
的活动中，参与的家
庭“晒晒我家的读书
清单，瞧瞧我家的读
书环境，亮亮我家的
读书宝贝，听听我家
的读书故事，看看我
家的读书效果”。激
活了中国文化耕读
传家、诗书传家、诗
礼传家优秀的当代
活力。

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基础构架没有
现成的模式，国际
化没有“拿来主义”
的现成模式，必须
结合国情市情的文
化土壤，同时规避
“大政府，小社会”，
只 有 政 府 一 厢 情
愿，基层被动配合
的尴尬。其一，是
始终坚持“政府主
导，社会支持，各方
参与，群众受益”的
办节理念。也就是
说，政府从我们习
惯的“主办”角色中
解脱出来，跃身变
为“主导”，不再划
船，专注掌舵，专注
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合理性。其二，是
实践中推行“承接

项目、自带项目、合作共办、政府
购买、群文团队参与”的五种社会
主体的参与模式。办节主体由清
一色体制内单位大包大揽转向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

好歌大家一起唱，好舞大家一
起跳，好戏大家一起演，草根也会生
长，也会长成文化的参天大树，成为
艺术殿堂的台柱。这是一次富于中
国特色和上海特征的城市文化建设
的极具有效性的民主实践。十年
来，一个遍地开花，永不落幕的市民
艺术节正在成就一座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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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项活动
2亿人次参与

2013年，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举办。

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东方社区信息

苑主动融入、全面助力文化服务落地社区，

同步在全市300个服务点开展各类主题活

动；抓住机遇全面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做好

优质活动的组织者、数字文化的实践者、社

区服务的创新者。

我们根据每年主题策划各类文化产品

和活动配送到社区，如社区合唱大赛、社区

广场舞大赛等活动，在全市层面形成了影响

力。同时，还全力支撑市民文化节线上品牌

活动，做好技术开发、社区组织和宣传推广。

在开展市民文化节服务过程中，我们

发现，社区居民对新型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在

不断提升。为此，启动了以数字化转型来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探索，拓展数字文化

新场景、新平台、新内容、新管理，大力发展

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

文化新体验，推动“大屏”“小屏”跨屏互动，

融合发展。

新场景包括了数字导赏体验厅、沉浸

式数字展厅、文化配送直播间，为社区居民

带来“享文化、趣旅游、观展览、看演出、学本

领”一站式社区文化数字化服务。新内容通

过打造公共文化数字内容服务平台，为文化

数字化应用新场景提供支撑，目前形成了八

大类200项新型数字资源。新平台是为市

公共文化内容供给平台、市民艺术夜校等提

供技术平台和技术支撑，并创新开展市级公

共文化内容供给大数据归集服务。新管理

为线下文化阵地提供场馆管理、活动管理、

智能导览等整体技术解决方案，成为线下文

化阵地的智慧管理者。

依托市民文化节的大平台大舞台，我

们在四个方面的创新布局已在多个街镇落

地。同时，在坚持文化服务和消除“数字鸿

沟”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启动“数字导赏体验

厅”的微改造，转型升级为东方社区数字

苑。这些文化数字化服务新样本探索和实

践，受到了社区广大居民的好评和喜爱，为

企业趟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也进一步

展现了市民文化节的社区活力。

十年来，我们追随市民文化节，为广大

市民群众提供家门口“多元化、品质化、个

性化”的数字文化活动。我们在与市民文化

节共同成长的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志同道

合的伙伴，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彼此亲近，自

发地建立了联系与合作。2014年起，在上

海市群众艺术馆的发起和牵头下组建了上

海市民文化协会，一百多家社会主体云集响

应一起携手共进，成为服务市民文化节的见

证者、参与者、推动者。协会成员也获得了

更大的平台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收获了成

长、塑造了品牌、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十年来，协会参与市民文化节项目达

500余项，受益群众达数千万人次。协会和

专业节庆、媒体联手树立的“真善美”系列

征文、市民读书会等品牌活动，一手牵动专

业力量，一手牵动市民大众；上海申通地铁

有限公司举办的地铁音乐角，将市民文化的

舞台拓展到了新的生活场景中；上海市收藏

协会举办的淘宝（收藏）文化节成为面向全

市藏家和收藏爱好者的一件盛事，还有云上

文化服务日、上海童话节，人与环境摄影大

赛、社区广场舞大赛等等。

上海市民文化节为社会主体提供了

广阔的舞台。越来越多的协会成员，走上

了城市文化建设的主阵地，在市民文化节

搭建的各种机会与资源充分涌流的平台

上，顺势而为，加速转型，羽翼渐丰，激发

出非凡的创造力，共同绘就高品质公共文

化服务新图景。

应时代大潮而生，让市民成为真正的主角
吴榕美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数字赋能，绘就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新图景
蒋涌波 上海东方社区数字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民文化协会会长

上海市民文化节如何十年做到

▲“放歌新时代”——2017年市民合唱大赛上，全场6000人合唱

《美丽中国走起来》。

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点的代表，我

是这十年的深度参与者、服务者、组织者和

实施者，更是这十年的收获者和观察者。

我个人的收获非常丰盈，市民文化节

的平台让我不断转型，叠加身份，从单纯的

行政管理人员成长为一个复合型的文化工

作者，编剧、导演、演员、音控师、指导老师这

些领域我都有涉猎，并一次次在实践中得

到锻炼和提升，在拓宽了个人的能力边界

的同时，增加了社区文化的更多可能性。

我观察到，社区人群的变化也很大。

市民文化节是一场贯穿四季的精神盛宴，

打造出一个市民认知度极高的大流量公共

IP，在这个背景下，私域社群发生着很有意

思的变化。由于长

期的文化熏陶和浸

染，很多市民发现

并确认了自己的文

化志趣，开始自发

组建属于自己的文

化社群：舞蹈形体、

经典朗诵、传统戏

曲、茶艺花艺、书法

绘画等等，与“我给

你来”的服务模式

相比，社群与文化

中心有三种相对特

别的互动模式：

拼 单 式 下 单

——几个社群约好

了一起来点播一个

活动：插花、品茗、闻香，或者来一场沪剧大

戏、新年音乐会、露台诗会，是不是很浪漫？

组团式约课——时装社群要参加社区

表演，新造型有了，却在编排上遇到瓶颈，

请我们约个老师给她们点拨一下；朗诵社

群最近在排新作品，舞台表现上总差点意

思，请我们找个老师帮他们提升一下；一群

白领提出最好开一个午间瑜伽或冥想班，

亲子妈妈想要有个绘本共读课，愉快地满

足他们。是不是很明白？

自主式登台——沪剧、越剧、京剧学习

到一定阶段，主动献演一场，发动每个人的

力量，化妆道具乐队全靠友情赞助，邀请社

区观众来检验学习成果；声乐社群天天全

民K歌不过瘾，主动开一场演唱会，大纱裙

燕尾服过了一次明星瘾；偶尔还想赶个时

髦，我们来个社区快闪如何？银发旗袍配

江南丝竹，广场舞与大合唱，说不定能碰撞

出别样的火花。是不是很可爱？

这些生长着的社群文化是市民文化节

培育出的活力与格局，他们已经成为公共

文化服务智慧的选择者与活跃的参与者。

对于长征社区而言，市民文化节的意

义更为特别，这十年我们完成了两大工程：

本土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品牌化发展策略。

具体而言，本土化服务体系是指在贯

彻落实市民文化节四季活动要求的过程

中，我们问需于民，摸清痛点与堵点，提出

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长征7.67平方公里，推

出“文化767”工程，将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扎扎实实完善了四级配送体系，赢得

了居民的认可与喜爱。

品牌化发展是指伴随着市民文化节

的脚步，打造了两个社区美育品牌项目，

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修

养。我们推出了两个市级赛事，一个是

“长征杯”市民经典朗诵大赛，一个是长征

杯“谁是舞林高手”舞蹈大赛，两个大赛今

年都已经进入到第九个年头。八年时间，

两个赛事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团队和作

品。这两年元宵节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

剧场都有市民团队的舞蹈演出专场，我一

看节目单，一半的团队都在我们这个赛场

上磨炼过；“诵读中国”朗诵大赛，每年我

们长征都有选手获得市级乃至国家级的

一二等奖。可以这么说，长征有两张文化

名片，而这名片背后，是市民文化节这张

响当当的招牌。

市民认知度极高的大流量公共  
卢红霞 普陀长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任

▲十年间，上海市民文化节让一大批市民走上梦想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