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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智慧乐园、云朵宝宝故事屋、童话森

林体验室等主要为学龄前儿童服务的阅读空

间，每周举行“浦宝亲子故事会”“故事妈妈

讲故事”等阅读活动，也能为青少年读者提供

数字阅览、精品馆藏等资源，还有心理体验、

美育科创，而星光剧场、云栖书房、童言议事

厅、艺趣雅室等活动空间则能满足读者的演

艺、学习、交流需求……

作为沪上最大的区级少儿图书馆，总面积

达8000平方米的浦东图书馆少儿分馆前不久

在金桥开馆，预计年吸引超过200万人次，

年举办各类活动超过450场，更好满足周边

区域乃至整个浦东北部区域青少年的精神文

化需求。

浦东图书馆少儿分馆恰如一滴水，照见了

浦东新区公共文化服务释放的光芒。放眼全

区，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图书馆东馆、浦

东美术馆等一大批地标式文化空间次第绽

放；陆家嘴融书房、潍坊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上海吴昌硕纪念馆等串联成网的文化新

阵地，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丰富多元

的文化活动；《浦东史诗》等一批原创作品以

及陆家嘴读书会等一批文化品牌持续提升浦东

的文化亮度……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玮表

示，今年是人民城市理念提出5周年，也是

上海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一周

年。近年来，浦东新区先后推出最美公共文

化空间大赛、公共文化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

民利民惠民举措，一批颜值高、功能全的优

秀文化新阵地吸引老年人、年轻人、小朋友

等各年龄段人群前来打卡和活动，用更优质

的供给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公共文化

服务的热切期盼。

最优设施体系

近年来，浦东新区胸怀国家战略，聚焦上

海定位，彰显浦东特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

引下，着力构建最优文化设施体系。秉持“把

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继浦东美术馆在陆家

嘴金融城惊艳亮相之后，对标世界一流的上海

图书馆东馆、上海博物馆东馆也在花木社区建

成开放。不久之后，上海大歌剧院这把“中国

扇”也将在浦江东岸徐徐打开。

其中，上海博物馆东馆历经6年多建设

于今年2月正式启用，建筑立面呈波浪状起

伏，寓意“海纳百川”“勇立潮头”。东馆

陈列展示面积约3.36万平方米，精心打造

具有世界美誉度的城市文化地标和人民城市

文化会客厅，成为“世界看中国”的重要文

化窗口。

与重大文化设施密集落子同步的是，一

批浦东老百姓家门口“小而美”的文化新阵

地则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确

幸”。浦东首创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已连

续6年办赛，涌现出陆家嘴融书房等一大批

经典案例，把老旧空间打造成颜值极高、效

用极好的公共会客厅以及年轻人近悦远来的

网红打卡地。坚持“以赛惠民”，大赛逐步实

现优质资源赋能基层，创新运营模式惠及基

层，提升内涵品质扮靓基层，成果持续转

化，也因此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今年

大赛的开幕式上，浦东新区又提出要大力支

持设计师赋能基层，面向全区街镇推出基层

文化空间设计补助项目，支持各街镇打造一

批“梦想改造家”式的新空间；持续深化探

索空间激活的新机制，同步举办文采会，为

新空间提供最强内容支撑。

浦东图书馆之前联合专业机构调研完成

首份区域性少儿阅读指数研究报告。在反

馈与建议方面，报告提到读者希望增加图

书馆数量与分布，设立分馆以扩大覆盖范

围 ， 特 别 是 在 偏 远 或 阅 读 资 源 匮 乏 的地

区；加强活动宣传与推广，提高活动知晓

率，增加活动种类与频率，扩大活动名额与

场次等。

今年，“打造100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

空间”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根据

《浦东新区打造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工作

方案》，浦东计划今年打造18个“新空间”。

而作为今年建成的第19个“新空间”、同时也

是其中面积最大的“旗舰店”，浦东图书馆少

儿分馆的落成开馆，标志着浦东已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

这几天，当大小读者来到金桥商圈，按

照久金广场的标识牌，乘上电梯来到5楼，

一片童趣十足的阅读天地跃然眼前。浦图少

儿分馆以“云端乐园”为设计主题，糖果色

的星空、云朵、气球、书本等装饰置于各个

角落，象征探索与梦想，激发小读者的想象

力、创造力，也让环境更为温馨。馆内细节

既注重美化，也关注优化，通过引入“一米

高度看城市”儿童视角，调整书架、书桌、

座椅的高度配置，使之更符合孩子成长特

点，尽显儿童友好理念，也让小读者一进来

就会爱上这里。

面积大、藏书多、功能全、理念新，

8000平方米的浦图少儿分馆让现场众多家长

点赞。“作为3岁幼童的母亲，我很关注图

书馆里是否有细致的年龄分区。浦图少儿分

馆很好地满足了我的需求。”现场读者之

一、金杨街道社区文化中心主任陈男表示，

3岁、7岁、10岁的小朋友对阅读资源、对

图书馆设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小朋友

爱跑爱闹，不太受约束，因此，对空间和设

施的要求就是宽敞和安全，这里低矮的书

柜、不能移动的沙发，大片活动空间，让家

长很安心。

“一老一小”，既是一个家庭需要守护的两

端，也是一座城市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两

端。今年全区打造19家“新空间”与“旗舰

店”，无疑是“民有所呼，政有所为”的鲜活

案例，也成为浦东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的又

一生动实践。

创新服务供给

如果说空间设施是文化建设软实力中的

“硬指标”，那么，实现文化设施的引领作用，

更要在文化内容、文化服务的供给上谋求进一

步的创新突破。

这几年，浦东公共文化打出多项首创品

牌，既有公共文化空间大赛助推引领全国公共

文化新空间建设的王牌，也有浦东文采会的浦

东经验各地飘香，更有深耕不停步的公共文化

延时服务遍地成林。

就在去年底，浦东新区召开公共文化延时

服务推进大会，聚焦全面深化公共文化延时服

务的2.0全新版本，在全市乃至全国实现首次

城区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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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浦东自我加压，边摸

索、边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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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探索以社会主体运

营延时服务为主的运营模式，全面推进、覆盖

全区街镇均衡化和特色化发展。这些探索举措

的背后，充分彰显了公共文化的基本价值取

向：文化为民、文化惠民。

在陆家嘴工作的银行白领武璜今年夏

天每个周末都会去陆家嘴金融城文化中心

打卡——学习佩剑。“一开始觉得这项运动

很酷，跟了一段时间基础课后，感觉身体的

协调性和灵活度好了很多。”武璜表示，“社

区延时服务不仅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还

能减压放松，扩展社交圈，提高自我价值

感，非常有意义。”

在黄玮看来，浦东公共文化就是要把最好

的资源留给人民，把最好的时段留给群众，把

最优质的服务效能释放出来。同时，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要求有阵地载体的支

撑。夜间，浦东的公共文化阵地同样要抢占文

化的生态位，让主旋律文化的灯火照亮群众的

内心世界和精神家园。

眼下，更多贴合老百姓实际需求的文化服

务正在浦东持续迭代而出。首届上海电子键盘

手大赛去年在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启

动，让浦东文化版图上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牌文

化活动。浦东创办这一大赛的初衷就是为更多

音乐达人搭建演出展示的平台，挖掘扶持优秀

电子键盘手，从而逐步成为流行音乐创作发展

的热土。作为浦东公共文化服务的“旗舰

店”，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也不断创

新，策划展开美拉德音乐节、国际炫偶节、魔

咔文化街区、抽象摄影艺术展等一系列新颖、

多元的潮流文化活动与赛事，为市民特别是青

年群体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

始于2011年的浦东文化艺术节是又一场

全区人民翘首以盼的年度文化盛宴。历经13

载，艺术节不忘初心、守正创新，始终吹响引

领时代前进的文艺号角，始终追随浦东砥砺奋

进的光辉历程，始终坚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坚

定方向，始终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今年的艺术节充分彰显“人民节日”办节

理念，推出节日浦东、人间烟火、今潮非遗、

诗艺江南、山海情深等十大系列活动，让群众

走向最闪耀的圆梦舞台；推出十大精品剧目，

以5000张80元公益惠民票、1000张各行业代

表赠票，让市民有机会走进前滩31、东方艺

术中心等顶级艺术殿堂，欣赏火爆精品剧目，

充分感受“人民节日”的亲和魅力。

打造实践范例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和灵魂，也是城市软实

力的象征。上海城市血脉中的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在浦东交相辉映。

作为浦东新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上海解放75周年的礼赞之作，海派谍战题材

话剧 《向延安》 于“七一”档期亮相国家大

剧院，并于9月25日至11月6日开启全国巡

演。在浦东腹地，浦东历史博物馆的建成开

放，用丰富展陈让观众回到浦东开发开放之

前，为“何以浦东”补上关键前史，与浦东

开发陈列馆、浦东展览馆一同构成“浦东开

发三部曲”。

“十三牌楼九环龙，小小新场赛苏州。”承

载着千年历史的古镇新场，蕴含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和独特的旅游资源，已成为上海的一颗

璀璨明珠。目前，新场古镇作为上海的唯一代

表，正与苏浙10余个古镇联合申报“江南水

乡古镇”世界文化遗产，不断讲好新场故事、

擦亮古镇名片，为浦东新区文旅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作为浦东地区规模最大、历史遗产最丰富

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新场是浦东原住民生活的

真实画卷，是上海地区少有的保存完整且尚未

建设性破坏的江南水乡古镇，现有近15万平

方米成片古建筑、2000米老街、1200米明清

石驳岸，整体呈现古街、古牌坊、古宅、古仪

门、古桥、古驳岸、古寺、古银杏“八古”齐

备的历史风韵，留存有较为完好的沪上江南水

乡古镇肌理。

围绕“国际大都市近郊的千年古镇”战略

定位，依托水乡文化资源禀赋，浦东新区正继

续推进新场镇的文旅产业发展，打造北部“烟

火气”、中部“文艺范”、南部“高雅风”。在

联合申遗的古镇中，新场古镇是唯一的滨海古

镇，其历史上的盐业及捍海塘水利工程是其他

古镇所没有的，具有独特的遗产价值。挖掘提

炼盐文化，讲好新场盐的故事，是新场古镇申

遗清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古镇南部街区的

原十九厂文创园里，一座4层建筑正在抓紧

“活化”，到今年年底，全新的盐文化体验馆将

与市民游客见面。

坚持兴文化暖人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浦东新区将持续加大高品

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发展，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提供最

鲜活、最生动的实践范例。

重大文化设施和家门口“小而美”文化新阵地密集落地

浦东：迸发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新活力

浦东美术馆。 （浦东新闻办供图）

新场古镇南街一景。 （新场镇供图）

浦东图书馆少儿分馆。 曹之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