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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群众性
当好文化最后一公里的“引路人”

记者 陈毓磊

71岁老人梁金妹每周一吃完午
饭，就从天山五村的家中赶到仙霞
路 579 弄 38 号的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报到，和其他十几位老年居民聚
在一起，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我们
越剧团已经成立 17年了，平时大家
就聚在一起唱唱越剧，真是太开心
了。感谢街道给我们提供平台，让我
们老有所乐。”梁金妹如是说。

居民发出“太开心”、“老有所
乐”的感叹，是对仙霞公共文化服
务的最好褒奖。仙霞街道户籍人口
7.1 万，常住人口 11.4 万，其中老年
人口约占 1/3。打通公共文化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仙霞文
化工作不断深化睦邻文化品牌建
设，在市区两级公共文化配送的四
级网络的构建上下功夫；注重文化
引领，在培育文化工作志愿者队伍、
文化团队方面下功夫；注重品牌塑
造，在打造街道文化名片、形成居民
区特色方面下功夫；注重文化传承，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上
下功夫；注重创新探索，在工作领域
拓展、社会化运作上下功夫。

优化挖掘活动空间
要满足广大基层群众多层次、

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必须补
齐短板，首先就是要做好文化中心
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增加基层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仙霞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由东、西两个中心构成，东
文化中心位于仙霞路 435 弄 5 号，
西文化中心位于仙霞路 579 弄 38
号，建筑总面积共 2620 平方米。近
年来，街道挖掘现有场地资源，调整
完善了两个中心的功能布局。2014
年，西文化中心设立了舞蹈房、多功
能厅、社区影视厅等设施，主要以活
动教室为主。西文化中心主要突出
日常活动、展览展示、百姓舞台、专
业化运作。2017年，对东文化中心
部分设施进行了整修，增加了百姓
健身房的活动区域。东中心主要用
于社区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馆藏室
阵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化中心的
有效利用率，满足广大社区居民对
群文活动阵地需求。
仙霞街道辖区内还有长宁区社

区学院、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长宁区
少儿图书馆（西馆）等公共文化服
务空间。文化中心充分依托和利用
资源，与学校、文化场馆形成了场地
共建。如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给予
活动场地支持，文化中心平均每年
在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举办 10 场
大型活动。550座的演出厅、专业的
灯光音响，让更多社区居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文化大餐。
部分居民区“先天不足”，场地

受限，文化中心积极指导其与周边
园区、学校形成场地共建，如仙逸居
民区与仙霞高级中学、虹旭居民区
与干休所、杜一居民区与慧谷白猫
园区进一步深入合作，满足居民们
的精神文化需求。

全力打造文化品牌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除了

推动社区文化中心硬件设施建设，
还要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服务品牌，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的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近年来，仙霞街
道打造的各项文化品牌办得风生水
起。“阳光家园艺术节”已经连续举
办了18年，展现仙霞群众文化成果。
仙逸居民区持续十几年举办卡

拉 ok大赛。2015 年，在街道和文
化中心指导下，升级成为“仙霞好
声音”社区大赛，扩大活动参与人
群，吸引了来自社区各院校、企事业

单位、楼宇园区的选手激烈角逐。比
赛还创新了形式，采取选手在演唱
过程中，评委即时亮牌的方式。“仙
霞好声音”已成为仙霞社区有影响
力的大型活动之一。

其中仙霞街道特色文化品牌
“睦邻文化节”已经走过 12 年了。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街道针
对社区内老年人多、新上海人多
等新特点，提出了“睦邻文化”这
一概念，即通过建设睦邻文化，
通过开展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
动，主导和影响人们思想和行
为，从而推进和谐社区，和谐社
会的建设。今年初，虹旭居民区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工作，文化团队自编自导垃圾分
类小品《值钱的垃圾》在虹旭居
民区“睦邻廊”上演，既宣传低碳
环保、共建绿色家园的理念，又
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今
仙霞街道的文体团队活跃在社区

公园、广场、小区、学校操场、居民活
动室各个场所，传递着歌声、琴声、
欢笑声，形成多姿多彩的文化风景
线，使仙霞社区更温馨祥和。

依托品牌培育团队
依托于“睦邻文化节”、“阳光

家园艺术节”等文化平台，经过几年
的培育，仙霞社区的文体团队日益壮

大。仙霞街道现有团队 22支，居民
区团队 200余支。每年文化中心还
对文化团队进行考核，对主题不突
出、活动不稳定、人员不齐整的团队
予以黄灯警示、末位淘汰。
文化团队中历时最悠久的就是

仙霞国乐会，成立于 1985 年，现有
25名成员。团队成员积极探索传统
丝竹如何继续薪火相传，三十几年
坚持每周开展国乐会中心组活动和
丝竹沙龙活动。团队负责人陈仑孚
介绍，文化中心对江南丝竹传承给
予了最大支持，满足团队活动所需，
“中心给我们国乐会安排了最好的
活动室，拨出经费为我们采购乐器。
只要有机会就安排大家演出展示才
艺，让我们团队成员老有所乐、有所
作为。”近两年，仙霞国乐会在传承
中创新，甚至吸引了辖区内外籍人
士来中心观摩学习。

仙霞街道内还有一群退休的
“智囊团”，平时经常在社区图书馆

读书看报。1996年 4月，在街道图书
馆的支持和关心下，“晚晴读书会”
成立，邀请辖区内各行各业的退休人
员加入，围绕着“时政热点，街道重
点，老年特点”开展活动。20多年来
读书会的学习专题达到 250 多个，
成员撰写的论文和调研报告均在市、
区中获得嘉奖和好评。成员还经常走
入校区、园区作专题报告，如今晚晴
读书会已经成为仙霞读书爱好者融
入社区建设，展示自我风采的平台。

身边人演绎身边事
街道文化中心主任毛子兰告诉

记者，仙霞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
社区内的文化能人、热心人。“我们
中心工作的最大特点是群众性，充
分挖掘社区里的文化能人，让身边
人演绎身边事，突出群众参与、百姓
视角。”仙霞街道有一批退休的文
艺界人士，自身十分热心于群文活
动。威宁居民区的居民吴建安退休
前在儿童艺术剧院的资深舞台化
妆，同时也有一定舞台表演功底。中
心特邀吴建安担任仙霞合唱团的名

誉艺术顾问，让退休老人依然活跃
在社区舞台。他还为社区群文培训
编写《如何做好社区群文工作》，成
为群文工作的好帮手。
近年来，仙霞的基层文化创作

作品反映时代性、聚焦民生话题、体
现仙霞特点。从“五违四必”整治到
社区共治，中心文化宣传主轴紧跟
街道中心工作，服务社区建设，搭建
政府和百姓沟通的桥梁。仙霞沪剧
团在国家一级导演王兴仁的带领
下，创编排演了一系列反映社区人
文风貌、讴歌典型人物的现实作品。
2015 年反腐倡廉题材的大型沪剧
《疯女之谜》，登上了长宁文化艺术
中心的“我是戏迷”的舞台并连演
3场。仙二居民区的居民胡善昌排
演的《凡人小事》围绕小区中的平
凡人物，十多年如一日的为小区志
愿服务，让社区里的寻常事变得立
体起来，在 2018 春节期间还登上
了上海教育电视台。

四级配送全面开花
上海目前已形成公共文化三级

配送体系，并正在向四级延伸，将各
类文化资源送到居民身边，满足老
百姓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仙霞街
道文化中心结合街道特点，形成
“四区联动”新机制，织起了一张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如“毛细血管”一
般将文化活动输送到社区各处。除
了常规动作，把公共文化配送进社
区，让居民在居民区就能欣赏到专
业演出院团的表演外，中心还把文
化送进校区、园区和营区。

仙霞街道文化活动中心边上
就是长宁实验小学，中心从 2015
年起为其开展定期文化配送，并根
据学校京剧特色，把传统戏曲送进
校园。针对园区白领特点，中心配
送水滴弦乐四重奏、插花活动，为
白领青年们解压，得到良好反响。
八一建军节，中心把“爱上海，送
欢笑”海派相声专场送进属地武
警三支队一大队，丰富了战士们的
业余文化生活。
近年来，仙霞新村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十分重视社区文化建设，不
断加大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指导和投
入。街道领导协调整合社区内文化
资源，建立区域文化联动发展机制，
形成工作合力。同时积极培养具有
较高文化素质的社区文化骨干队
伍、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搞好社区
文化建设。大力支持文化中心各项
工作，指导中心打造具有自身特色
的社区文化名片。
作为仙霞新村街道的社区公共

文化服务空间，社区文化中心 2017
年共接待 175500 人次，开展活动
57407 次。今年 11月初，上海文广
影视管理局公布了 2014—2017 年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评估
等级评定，仙霞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被评定为“示范中心”。未来，文化
中心将继续创新实践，以品牌为重
点、以非遗为抓手，以群众为依托，
形成亲身体验，亲自参与，亲和友好
的文化氛围。

西文化中心

电子琴教室

白玉兰舞蹈队睦邻文化节街道合唱队演出

非遗进社区体验活动 长宁实验小学学生参观“非遗进社区”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