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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第十八届群星奖获奖器乐作品《《和··鸣》》

““浪漫四季，，聆听肖邦””首届上海长宁国际草地钢琴音乐节

“侬晓得伐，长宁星期音乐会又回来了！ ”8 月 28 日，一则消息吸引了众多粉丝来
到位于仙霞路上的长宁文化艺术中心，排队购票的热情居民居然绕了大堂一周，让忙
于星期音乐会的相关人员感到喜滋滋的。 去年底，为了提升中心四楼剧场的观演效果
和体验感，长宁星期音乐会随着剧场的改建升级，与居民群众暂别了 9 个月。 如今，与
新剧场一起华丽归来的，依旧是 20 元亲民的包月票价，折算下来每周听一场专业级的
音乐会只需 5 元。 这个由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打造的公共文化惠民项目，自
2006 年 4 月首场至今，已经走过十三个春秋了，近 500 场高品质的音乐会，在社区收
获了大批拥趸，更培育了大批爱好者。

都知道做公共文化服务是件众口难调的事儿，而最近一次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
结果显示，市民对长宁区公共文化场馆的满意度达 96%，对长宁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的满意度则达 97%。 长宁区究竟是如何将公共文化服务做到众口称赞的呢？ 长宁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孟庆源近日表示：“我们不仅有国际化的文化品牌， 如高大上的舞蹈节、
音乐节，也有原汁原味的中国非遗文化活动；无论是喜欢色拉牛排的西餐，还是传统美
味的中餐，市民都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口味齐全的公共文化盛宴。 ” 22001188年 1100 月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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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的“锅”，要装百姓喜欢的“菜”
上海市长宁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纪实

8月 21 日， 长宁区召开了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中期推进会，
对示范区创建推进情况进行总结， 同时
谋划、 部署示范区创建冲刺年的工作任
务， 以更高质量推进示范区创建各项工
作。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文化设施。 长宁区具
备完善的公共文化场馆与配套，有 10 个
市级场馆、6 个区级场馆、10 个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10 个社区图书馆、20 个社区
影视厅、15 个民营美术馆博物馆、22 个
城市公共空间、183 个居民区综合文化
活动室， 以此构成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网络实现全覆盖。目前，区属公共文化
设施面积为 19.75 万平方米， 人均面积
达 0.28 平方米，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

近期，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组建督
查组， 对长宁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工作进行了中期督查， 督查
组对于长宁区示范区创建工作启动以来

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巡视员王玮表示， 长宁区已
基本完成示范区创建规划的要求， 探索
了一些具有示范效应的创新举措， 希望
继续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未来的公共文

化服务， 深度聚焦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
性、多样性和精准度，在制度创新、跨界
融合方面形成具有引领作用和推广价值

的经验模式。

盘活长三角丰厚文化“家底”
助力区域一体化

为市民“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文化
大餐”实属不易，既要对观众的胃口，又要使
群众切实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因此，长宁区
不失时机，积极牵头建立长三角地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多
方合作，整合资源，为百姓寻找各地风味的
“好菜”。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是作为全球第六大
城市群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大战略。
长宁区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体现文化担当，
2018 年 10 月，长宁区提出倡议并牵头建立
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公共文化领域合作机
制———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项目）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了长三角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一体化进程。
进入 2019 年，长宁区继续把合作机制

项目推进落地，先后举办了“上海之春”国际
手风琴艺术周长三角巡演、长三角地区版画
巡展、长三角阅读马拉松等跨区域文化交流
活动，通过创新工作机制、活跃区域联动，全
面提升长三角公共文化的影响力，丰富了长
三角地区百姓的文化民生。今年 3月，由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长宁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9-2020 年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公共
文化和旅游产品采购大会”在长宁区成功举
办，两天会期内共有 240 家参展单位携 582
个产品参会，吸引了 1500 家采购主体，超 1
万人次参与观展，市民及采购方产品点赞数
累计 25万个，现场成交意向金额达 1.04 亿
元。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康文华表
示：“此次文采会首次实现了跨区域举办、市
区联手、长三角地区联动；首次实现了公共
文化和旅游产品联合参展，是公共文化及旅
游产品供给侧改革的全新尝试。来自全国各
地的公共文化机构聚集在一起，以更大的开
放格局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
的实际问题。”

多元化供给
让全区百姓乐享“文化大餐”

如果说文采会是政府埋单为市民选购
高品质的文化产品，那么丰富的文化菜单里
一定少不了市民点单和社会各界的智慧与
创新。为吸引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让公共文
化的“锅”里内容更丰富，老百姓的文化菜单
上有更多选择，长宁区于 2018年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推进长宁区文化繁荣发展的若干
政策资金管理办法》，让资金的投放更精准
地对接市民的文化需求；并成立了公共文化
服务联盟，与上海市芭蕾舞团、国际舞蹈中
心、刘海粟美术馆、上海愚园文化创意发展
有限公司等 30 家社会主体合作培育出“芭
蕾大师公开课”、“舞空间”、“艺粟工坊”、
ART愚园艺术街区等 56 个文化惠民项目，
形成了公共文化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据统
计，截至目前注册在长宁区的文化类社区组
织有 78 家，均活跃在本区域公共文化运营
管理和活动中。
在长宁区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愚园路公

共市集将街坊老店、社区便民服务点和长宁
区文化馆联合总馆“粟上海·社区美术馆分
馆”有机地结合起来，让文化更贴近百姓生

活。武夷路 295 号“艺空间”是武夷路城市
更新项目启动以来首个面世的“代言人”，通
过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区文化艺术中心
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引入各类音乐、舞蹈、画
展等艺术形式，打造出街区 10 分钟文化服
务圈。
近年来，长宁区的群众文艺创作也交出

了亮眼的成绩单，不少自主研发的“创新菜”
受到众多市民的赞誉。其中，器乐作品《和·
鸣》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第十八届
“群星奖”，使长宁区的群文创作在国家级赛
事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长宁沪剧团、李军京
剧工作室以先进典型人物为原型，先后创作
了沪剧《赵一曼》《青山吟》《小巷总理》、现
代京剧《社医仁医》等原创作品。《小巷总
理》受邀参加中宣部、文旅部联合主办的
“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首都观
众同样反响热烈。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
长陈丰表示，“接下来我们准备将获奖作品
组织一场惠民的精品节目展演，作为对长宁
群文精品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让老百姓对
示范区创建成果的获得感更加强烈。”

跨界融合
打响上海长宁文化品牌

这些年来，长宁区延续“数字长宁”“智
慧高地”的数字化优势，通过打造“智慧社
区”，更好地整合全区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满
足社区发展的需求，提高居民生活的品质。北
新泾街道率先建成上海市首家“AI+ 社区”
———“乐爱家”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在
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亮相，活动
室包括智慧书房、体魔方、智慧社区体验厅等
功能区域，在全国率先打造了以人工智能
5G深度应用为特色的智慧公共文化服务新
亮点。
同样借助新技术以及网络实现全覆盖，

长宁区还打造了集信息发布、活动预约、阵地
管理、云上课堂、非遗体验、互动反馈、企业服
务和旅游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服务平
台，升级版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长宁文
化云”于今年 8月正式上线。
此外，长宁区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塑造“长宁文化”特色品牌为指引，通过广泛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
区域影响力的特色文化“招牌菜”。如“曼舞
长宁”舞蹈品牌，充分利用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等区域舞蹈资
源集聚优势，连续多年举办中国“荷花奖”舞
剧舞蹈诗展评展演、上海市民舞蹈大赛，着力
打造国际专业舞蹈集聚高地。
随着长宁国际化精品城区的不断建设，

长宁文化的国际品牌也愈加响亮，吸引了众
多国际国内时尚文化活动走进长宁：肖邦国
际草地钢琴音乐节、世界音乐季、上海国际艺
术节“艺术天空”项目、愚园路国际钢琴节等
高规格文化活动资源的不断落地，给长宁市
民就近体验异域文化魅力提供了极大便利，
长宁市民对国际文化的接受与融入程度也明
显高于其他地区。
长宁区一贯重视文旅融合，从 2003 年

起就开始打造艺术节、旅游节、购物节三节合
一的“虹桥之秋”文化艺术节，至今已连续举
办了 16 届。三节合一的长宁模式使得公共
文化和公共旅游服务高质量融合，每年策划
百余项文化和旅游活动来满足不同市民群体
的文化消费需求，既有“城市文化微旅行”
“人文行走”“老洋房巡游”“上海书展一日
游”等日间项目，也有连续举办 22届的德国
啤酒节、上海动物园蝴蝶展等促进夜间消费
的活动。

跑好优质均衡的
文化发展长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