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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东

馆将于2月2日拉开

全年开放“三部曲”

的序幕。

位于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952号的上海

博物馆东馆一派忙碌景象。历时六年多打造

的这一重大文化设施已进入建设最后的攻坚

期，正全力推进展厅施工、设备调试、开荒保

洁、文物搬迁和布展等。为在龙年新春来临

之际给观众提供高品质文化服务，工作人员

开足马力，以“奋力一跳”的精神状态，实现2

月2日“青铜展厅”试开放和重磅大展“星耀

中国——三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同时开

幕，从而拉开该馆全年开放“三部曲”的序幕。

上海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最

好资源留给人民，以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2023年，申城深化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在增强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和便利

性上下功夫，让人民群众更加方便可及。

完善设施布局，构筑公共
文化空间新格局

文化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市民

的文化获得感从哪里来？很大一部分，来自

随处可见的文化设施。

上海不断完善设施布局，同步推进重大

功能性文化设施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构筑公共文化空间新格局。除了上海博物馆

东馆基本建成，2023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

版博物馆落成开放，上海大歌剧院、上海越剧

艺术演艺传习中心等一批在建项目有序推

进，徐家汇书院、大零号湾图书馆、嘉源海美

术馆、言子书院等一批区级重要文化设施建

成启用。目前，本市已备案博物馆162家、美

术馆100家，平均每十万人就拥有一座文博

美术场馆，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文化地标添新的同时，申城编实织密“家

门口的文化客厅”网络。截至2023年底，全

市共有公共图书馆239家、文化馆19家、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220家、分中心69家，居村综合

文化活动室6608个，形成相对完备的“市、

区、街镇、居村”四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络，

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免费或优惠、便利又可及

的公共文化服务。针对人群居住结构特点、

自然村分散等情况，各区还积极建设介于街

镇、村居中间的3.5级邻里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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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综合服务功能融合，进一步

补充四级设施网络。目前，全市常住人口人

均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由“十三五”末的

0.2平方米增加到0.21平方米，增幅5%。

此外，服务“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

力、南北转型”的城市空间新格局，尤其是“一

江一河”等建设，在全市商圈、楼宇、交通枢

纽、公园绿地、滨江水岸等设立城市书房、智

慧图书馆、望江驿等新型公共空间，让市民近

距离感受艺术魅力。2023年，市文旅局认定

首批15家“美术新空间”，评定发布第四批50

个“家门口的好去处”，联合浦东新区人民政

府举办2023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

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以文化赋能城市公共空

间“微更新”，凸显城市美的追求、高的颜值、

暖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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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载体。”上海社科

院研究员郑崇选说。

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公共文
化“服务圈”

当然，光有硬件设施，并不意味着公共文化

的“圆满”。场馆下午五点准时闭馆，人群基本

“老老小小”，活动“不新不潮”……这曾是各地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直击痛

点，上海积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错时开放、延时

开放，鼓励开展夜间服务，拓展流动服务、嵌入

式服务、融合式服务，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延时开

放比例已达80%，一批博物馆、美术馆试点夜间

开放，打造“奇妙夜”系列活动。

以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2023年举办的

现象级大展“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

美术馆珍藏展”为例，98天的展期内推出了50

个夜场，让白天忙碌的人们错峰享受到高品质

艺术大餐。

“公共文化只有时间对上群众的表、内容对

上群众的心，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服务群众的功

能。”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体旅游局

局长孙毓透露，在走访多家社区文化中心、聆听

管理人员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后，他们发现，公共

文化夜间服务和内容创新需求很大、呼声很

高。为此，该区自我加压，边摸索、边试点，以

“时间对表、内容对心”的新办法，努力实现“灯

火通明，人头攒动”的新常态，出台公共文化延

时服务“浦东标准”，推出八大举措。其中之一

是：勇于提出日均12小时、每年365天的“白加

黑”延时服务时间标准和大于三分之二服务面

积的空间标准。为充分释放群众夜充电的“黄

金三小时”，人员可以休息但场馆可以不休，最

大限度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的效能。

统计数据显示，全市“一卡通”有效持证读

者数532.47万，2023年全年外借文献2963.73

万册次。满城书香的背后，是各个图书馆持续

扩大“服务圈”的有益探索。

上海图书馆以阅读为核心创新多元文化服

务，通过与社会各界跨界共融带来“大阅读”。

比如，与影音推广机构合作推出“乐听阅享”，用

音乐推广阅读，用阅读普及音乐，迄今为止已举

办近百场活动。与上海歌剧院深挖音乐与文

学、戏剧、绘画等领域的密切关联，联合推出“诗

乐书画”艺术沙龙系列活动。携手华东师范大

学开展阅剧场剧评系列讲座活动，通过与导演、

演员之间的思想交互碰撞，深层探讨文学作品

与影视剧改编之间的互文映照，开讲7期线上

线下观看总人次突破3138万。

2023年，是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自开启

“一馆两址”以来进入的首个完整年。该馆创新

设立“少儿馆第一课”项目，邀请孩子们在馆内

上阅读素养课，目前已与25家幼儿园、中小学

校合作开课。聚焦儿童多元化的阅读需求，组

织展览导赏、“艺术小行家”“非遗小师傅”等各

类活动130余场。请进来的同时，也积极走出

去，全新推出“蜜宝来了”馆外服务体系，通过蜜

宝书房、书站、书车将图书办证、咨询、阅读推广

等优质资源和服务送至党群中心、企业、园区、

学校、医院、消防站等。

在上海，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图书馆服务。继

上海图书馆推出“享借”服务后，上海少年儿童

图书馆也于日前推出“蜜宝云书房”图书网借服

务，为读者提供“线上选书、送书上门”的借阅新

体验，解决阅读“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持上海

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少儿读者证、上海市小

学初中电子学生证的读者，均可享受到这一图

书网借服务。目前上线10万册图书，读者按需

“下单”，在线支付邮费后，即可等待送书上门。

强化专业引领，构建美美与
共生动图景

去年，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举办

“艺术天空”惠民演出活动101场，首次实现16

个区全覆盖，让世界顶级大团和艺术家走到了

市民家门口。申城从最有资源、最有优势的地

方出发，用好专业资源的溢出效应，搭建美育资

源共建共享平台，构建人民群众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生动图景。

一方面，上海发挥本市文博美术机构集聚

的资源优势，持续实施以上海博物馆为平台的

“大博物馆计划”、以中华艺术宫为核心的“大美

术馆计划”、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重点的“社

会大美育计划”，持续举办“何以中国”“对话世

界”“何谓海派”系列大展，持续提升“来上海看

美展”的品质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让遍布全市

的专业艺术资源转化为社会美育资源，赋能美

好生活——2023年，上海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将“打造100个‘社会大美育’课堂、推出

5000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列入为民办实事项

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上海交响

乐团等113家专业文化场馆和机构纷纷加入

“社会大美育”课堂，推出艺术普及教育活动近

8000场，孵化出“美术馆里的美术课”“剧场开

放日”“后台之旅”等一批口碑好、热度高的美育

品牌。日前，“音乐午茶”在上海音乐厅迎来第

2200场，这座“城市音乐客厅”打破剧场白天关

门的常态，成为目前全国第一家且唯一一家工

作日白天定期举办对外小型音乐会的音乐厅。

公益性质的低票价让附近楼宇里的白领乐迷用

午间一小时，欣赏一场沙龙音乐会，品一杯暖心

好茶。在音乐厅旁举行的银杏音乐会也已走过

十个秋天，市民与艺术家共赏如画卷般美好的

上海街头风景。

作为“社会大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

艺术夜校以延时开放、公益性收费模式，在每周

一至周五晚间为18-55岁中青年提供文化艺术

普及课程，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2023年秋

季班开启报名当天出现的65万人在线抢9117

个课程名额的火爆场景，是最直观的佐证。据

统计，市民艺术夜校2023年全年开设夜校点位

143个，课程686期（含40门云课堂），服

务受众3.3万人（含线上1.8万人），

80后、90后占比逾80%。市

民艺术夜校构建“总校+

分校+教学点”的体

系，并在上海数

字文化馆上

开通40门免费云体验课程，涵盖音乐、舞蹈、戏

剧、曲艺、美术、书法、国学、非遗等多个门类，打

通线上线下空间，让公共文化服务全时全域覆

盖更广泛人群。

从市民需求出发，让供需更
精准对接

“家门口就能看到市级国有院团的演出，还

是获得文华编剧奖的大戏，而且免费，太激动了！”

张阿婆连声道惊喜，灿烂的笑容令人动容。这一

幕发生在2023年2月23日，上海京剧院携现代

京剧《红色特工》亮相崇明区文化馆风瀛洲剧

场，为“风雅瀛洲 韵动江海”崇明生态岛惠民演

出季揭幕。在近一个月时间里，八家市级国有

文艺院团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免费带来20场专

场演出和1场“大地情深”上海优秀群众文艺作

品巡演，为当地百姓送上家门口的文化大餐。

在上海，以居民“点菜”、政府“买单”的形式

配送公共文化，已经多年。2023年，沪上持续做

好市、区、街镇三级公共文化内容配送，并适当

向郊区和新城倾斜。据统计，2023年市、区两级

配送文艺指导超过7万课时，文艺演出超7800

场，特色活动、展览展示、艺术导赏等超2万场。

市级重大品牌节展活动也纷纷走进新城。

2023上海市民文化节“城市美育日”主题活动

暨上海群众文艺大汇演，以奉贤新城九棵树未

来艺术中心为主会场，全市同步开启。长三角

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产品采购大会走进嘉定新

城。将浦东川沙新镇、松江叶榭镇、嘉定华亭镇

等纳入2023年全国“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分

别举办春季、夏季、秋季“村晚”活动。

从市民需求出发，上海不仅为他们提供高

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还为其搭建展示自我

的舞台。上海市民文化节便是一个代表性的案

例，十年间，这个真正属于百姓的节日共举办了

81项人气爆棚的市级赛事，培育各类百强团队

和个人8000余支（名），助力一个个普通人艺术

梦想开花。

许多人还记得2023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

合唱大赛暨第九届“金秋闵行”上海合唱节展演

现场的感人情境：长长的红毯铺就“梦想大道”

通向“梦想舞台”，昂扬的歌声响彻城市夜空；热

烈的掌声在旗忠网球中心内一次次响起，全场

的荧光棒为“民星”尽情挥舞；来自各区的市民

合唱团近5000人闪耀登场，为热爱、为城市歌

唱。在这里，“我的节日我做主”，市民是真正的主

角，尽情绽放艺术梦想，展现昂扬的精神面貌，

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人民城市，人人可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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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新期待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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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厅“银杏音乐会”与市民相约银杏树下，赴“冬日华尔兹”浪漫之约。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