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闵行区勇担新的文化使命，打造文

化自信自强的人文支撑，正积极推进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实践，争做上海建

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先行区。

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级，擦

亮人文之城的暖心底色，闵行区正加

快建设春申湖四岛、冯远美术馆等重

大文化设施，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布局和功能，建成一批家门口的文化

新地标，推出一批公益艺术普及教育

活动，推动公共文化设施错时延时开

放，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

面和群众体验度。

设施升级，幸福加
码：文化场馆的民生情怀

在上海文博与艺术大展的蓬勃氛

围中，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推出的“孔

子文化主题展”甫一亮相，便迅速跃升

为沪上文化探访的新晋“热门打卡点”。

区级博物馆频频“出圈”背后彰显的是

闵行文化服务的优化升级、文化产业的

繁荣兴盛以及文化发展的蓬勃活力。

“我家住在嘉定，开车一小时专程

来看展。”孙莹小两口带着孩子在“孔

子文化主题展”开展的第一天来到了

闵博。他们一个一个展品仔细地看，

“文圣孔子天下皆知，来到闵博也是特

意带孩子来看看那个时代的文物，近

距离地学习孔子文化。”作为闵博的

“老朋友”，陈先生一家也在开展首日

抵达，他们时刻关注着闵博的展览信

息，逢展必看。

“在闵博看展后，我常会在文化公

园散散步，闵行博物馆、海派艺术馆这

些艺术场馆和文化公园紧邻在一起，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空

间。”位于闵行七宝的这片文化艺术热

土给孙莉带来了极大的幸福感。

城市文化品牌日益璀璨，闵行区

在城市空间融合文化印记，打造“绿

化+文化”双重魅力。近年来，“盛世回

归”海外回流文物特展、“大汉未央”汉

代王室精品文物展、“缶翁的世界”纪

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书画作品展、

“江山 · 人民”新时代中国油画学术邀

请展等文博艺术精品展览，不仅丰富

了公共文化生活，更成为区域文化品

牌建设新名片，彰显着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近些年，闵行区坚持推进“绿化+

文化”场景相互叠加，“大场馆”和“小

空间”交相辉映，闵行博物馆、海派艺

术馆、宝龙美术馆等各类场馆运营能

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春申湖四岛、

冯远美术馆、上海电竞中心等一批重

大文旅项目正在推进。文化地标林立，

配以“城市书房”等精致微空间，让顶

尖展览、展品齐聚闵行。

9月 30日，“大地流彩 · 乡村读

行”——2024年上海市“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在闵行区浦江镇启动，这是闵行

区在推进“书香中国”建设，以及践行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的又一重要举措。不仅如此，“书香+

咖啡香”相融的“阅读场景”也处处彰

显着闵行温度。1个区级图书馆、14个

街镇图书分馆、497个居村阅读服务

点、78个农家书屋、37个城市书房、20

个城市书柜，各类多元阅读空间星罗

棋布，众多人气书店、网红书房、阅读

分享会和推介达人等携手汇聚众力，

世纪出版集团、喜马拉雅、作家榜等书

香新业态持续发光发热，向闵行的市

民朋友传递文化幸福感。

节庆盛宴，古今交
融：文化服务增强百姓获
得感

乌篷船划开水面，悠扬箫声渐近，

一位手持洞箫的男子缓缓登场，他便是

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湘桥上，师傅

已将铁水加热至1600摄氏度。“砰”一

声，无数细小的铁花如同璀璨的星辰，

瞬间绽放于夜幕之中。9月12日，月满

马桥——闵行区“我们的节日 ·中秋”民

俗文化活动在韩湘水博园落幕。

持续两天的活动不设固定舞台，游

客们在依水而建，有着“古桥博物馆”之

称的韩湘水博园内，与“董其昌”偶遇吟

诵诗词、在韩湘桥畔欣赏非遗打铁花表

演、逛古风文创市集……来自山东济南

的赵女士连连惊叹：“我是来上海办事

顺便过来逛逛的，这里中秋的氛围非常

浓厚，表演太让人惊喜了。”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

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在内的七大节庆

活动，共同组成闵行特色品牌“我们的

节日”，成为闵行市民文化生活的一大

特色，传统的非遗文化被以全新方式搬

上舞台。闵行区纵深推进非遗文化资源

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本土非遗资源。

截至今年上半年，闵行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新增非遗

代表性项目2项，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

家，新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项。非

遗传承工作成效显著。非遗不仅在马

桥，浦江镇、莘庄镇分别以“沪谚”“钩

针编结”获评2021-2023年度“上海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

拍全家福、写春联、参加“民俗游

戏”……2024严家湾村晚现场挂满春

联和红灯笼，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笑容。

据悉，这场村晚被列为全国冬季“村

晚”示范展示活动、“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暨大地情深 · 上海红色文艺

轻骑兵新春走基层活动。

让村民找回从前的记忆，也让附近

的国际社区友人体验了“中国年”。10岁

的法国小朋友金亚灵说着一口流利的中

文，她自小在闵行长大，完全融入了这里

的生活。“我非常喜欢中华文化，今天能

够亲身体验并上台表演，感觉很高兴。”

今年，闵行区创新推出的“乡村文

化年”系列活动，覆盖各涉农街镇，已

举办9场，其中2024严家湾村晚获文

化和旅游部示范展示点认可，闵行区

文化活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据了解，闵行区在“十四五”期间

已举办文化活动14720场，吸引超3762

万人次参与。精准的文化服务提升百

姓获得感，自2021年起，闵行区共为市

民提供艺术课程367门、社区剧团演出

73场、文化配送 1669场、电影放映

5500余场、社区文艺指导15625课时。

繁荣文艺创作，展现闵行城市魅

力不止于继承传统文化。闵行区围绕

现实、爱国、历史及闵行特色题材，通

过区级文化资金精心孵化，创作推出

了涵盖沪剧、话剧、微党课、舞蹈等多

样形式的原创佳作。如以叶宗行“江浦

合流”的治水事迹为线索，创排大型历

史话剧《大江北望》，为广大观众生动

讲述了“何以浦江”的故事。还有如《飞

越七号桥》《严同宇》《老街》《前路》等

舞台作品，既传承文脉又紧贴时代，以

高质量作品丰富民众精神世界。

创意文化，经济新
翼：文化产业绘就高质量
发展新图景

“来尝尝我们的柚见茉莉！”来自吴

中路商圈书店里的“光的空间｜CAFE”

招呼着来往的顾客来品尝他们带来的

咖啡。这是2023上海出版物发行行业咖

啡技能竞赛唯一的一等奖获奖咖啡。

“我们探索‘咖香+酒香+书香’创新联动

模式，让咖啡与阅读、新书首发等相结

合，让市民的文化体验更加多元。”

上海是咖啡产业高地，每2杯咖啡

中就有1杯的咖啡豆来自虹桥国际咖啡

港平台企业。2024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

上，闵行的产业端与消费端联动，共同

完成“在上海，品世界”的美好体验。

作为“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品

牌项目的首发地，此次“闵行美好啡行

集市”将项目体验和项目推广带到了

主会场，在虹桥枢纽的打卡互动区里，

通过手冲咖啡体验的方式，邀请市民

品尝“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

在活动现场，来自中国云南和26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咖啡豆展示

成为全场亮点。闵行区依托虹桥国际

咖啡港产业地位和资源优势，以咖啡

豆为载体，展现近年来中国咖啡进出

口贸易发展成果，呈现上海市创建“丝

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的实践案例。

闵行人有多爱咖啡？数据显示，闵

行区的咖啡店数量近1300家，约占全

市咖啡店总数的1/7，彰显出高度的行

业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是咖啡融入城

市生活的真实写照。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咖啡品牌将咖啡与文化艺术、数字

科技、公益项目等元素相结合，形成了

各类有创意的“书香+咖啡香”模式。城

市的精神品格、情感温度和文化记忆

伴随着咖啡香，融入了市民群众的生

活里，也不断提升市民消费活力。

据了解，近年来上海文体旅游融合

发展显著，上海咖啡文化节、ATP1000

网球赛、江南吃货节、文创节等活动丰

富了市民生活。闵行区凭借丰富的文商

体旅资源，推动多领域融合，激发文化

产业活力，满足多元需求，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此模式要求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产业间流量互导与资源共享，探索

跨界合作与技术创新，拓宽文化产业边

界，提升产业链附加值，为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上海书展我们来啦！今天，我们

来到了上海的闵行区图书馆，在这里，

作家榜和闵行区图书馆一同发起了

‘大家一起来读书’的活动……”8月17

日20时40分，闵行区图书馆，主持人、

全民阅读推广人王芳带着她的团队，

与闵行本土图书出版品牌“作家榜”合

作，开启了上海书展闵行分会场“作家

榜”专场的直播活动，这是王芳第一次

来闵行区图书馆。

“作家榜”是闵行区莘庄镇的大星

（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出版

品牌，今年8月份首发的新书《给妈妈的

信》被王芳拿在手里，展示给直播间的

观众。“2000册书已经没有了！需要的妈

妈们抓紧去拍。”直播间又一次传来库

存告急的声音，5.3万册书已被抢购一

空，王芳闵行直播专场突破400万码洋。

场内场外循环赋能，线上线下相

互转化。直播间外，肖先生和妻子驻足

良久，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我们是周末过来看书的，刚才去抖音

搜了一下，原来是图书大V来闵行现场

直播，果断关注了。”

如果说“书香+咖啡香”模式、图书

直播销售等创新举措是闵行文创产业

蓬勃发展生动侧写的话，“文创+科技”

模式进一步激活了区域的创新动能。

自2018年首演以来，现场广播剧

《声临阿加莎》收获了广大悬疑粉的好

评。声音盛宴背后的上海领声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就是来自上海市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示范园区）——中版创意

设计产业基地（IF如果）。

提起领声，你或许有点陌生，但他

们是热播综艺《声临其境》的声音指导

团队，同时是国际一流电影、动漫的中

文配音指定供应团队。

“设计无界 新质智造”产业联合

场、“‘颛’精设计 大器闵行”工业设计

主题展、“交行之夜”工业设计生态专

场、“光华雅集”文创市集……近日举

办的“设计无界 新质智造”2024世界

设计之都大会闵行分会场活动上，闵

行区被授予“工业设计驱动产业示范

区”称号。活动展现工业设计在科技创

新交叉、融合、突破等方面赋能实体产

业的效能，展示上海在工业设计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上的能力，树立闵行工

业设计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的典型示

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新质生产力。

据悉，截至去年底，闵行规模以上

文创企业千余家，营收超2500亿元，规

上文创产业增加值逾660亿元，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22%。今后三年，闵行

将进一步聚焦“传媒产业、艺术产业、

数字文创、工业设计、潮流时尚”五个

重点领域，建设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培育大零号湾“文创+科创”、虹桥枢纽

“文创+开放”、七宝“文创+商贸”、浦江

“文创+智媒”、莘庄“文创+智造”五大

发展极，打造高能级产业集群。

随着区域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

场体系愈加健全，带有浓重工业风、科

技感、设计范和产业力的闵行文创产

业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闵行的文化领域企业也朝着规模

化、集群化方向发展。各类文创园区、

街区、楼宇、空间等闵行多元文创载体

构建的产业集群效应也愈加凸显，以

多元活动为载体，深度融合了文体旅

商展资源，不仅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

更为实现文创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双向

赋能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版撰文 闵宣 王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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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博物馆持续引入各类优质展陈资源，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场馆。

作为上海的地理中心，闵行

区位优势明显；4000年的马桥文

化和700余年的江南文化，又赋

予了闵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进入新时代，在加快建设创新开

放、生态人文、宜居安居现代化主

城区的新征程上，更需要发挥文

化软实力的“加速器”作用，不断

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闵行高质

量发展。

流光溢彩的莘庄灯会吸引市民游客相聚在春申湖畔。

（均闵行区供图）

韩湘水博园“月满马桥”中秋游园会，成为市民游客体验江南文化的重

要节庆活动。

大零号湾图书馆为闵行区打造上海南部“世界级科创湾区”注入人

文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