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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的腰包鼓
了，生活好了，对精神文化层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近年来，商州区把加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
内容，持续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向均等化、
优质化转变，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广
阔的人群。

筑阵地筑阵地 创新服务惠民创新服务惠民

文化场所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
地，是传承文明、保障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5 月 6 日，雨后初晴的商州空气清新、
凉爽舒适。行走在城区的街头巷尾，随处
可见城市书吧、群众戏台、非遗传习场所
等文化空间，文化气息非常浓厚。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文化广场上歌
声、笑声、音乐声此起彼伏，在舞步中看
到了商州老百姓的活力、自信、乐观以及
对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享受。而这得
益 于 商 州 这 几 年 不 断 加 强 文 化 阵 地 建
设、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使得文化空
间随处可见，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日渐丰富。

记者从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目
前，商州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正在加

快推进，南秦河生态公园等 6 个城市文化
小舞台投入使用，22个城市公园和南秦河
生态公园书吧、东龙山公园书吧等建起了
文化长廊和阅读空间，提升改造了 16 个
图书馆分馆、288 个农家书屋以及文化广
场、乡村大舞台、村史馆、农耕博物馆等，
建设了 150 个气排球训练基地；创意性改
造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功能布局，打
造了 7 家融合图书阅读、艺术展览、文化
沙龙、轻食餐饮等服务的城市书房、文化
驿站等新型文化业态；因地制宜建设 58
个文化礼堂、乡村戏台、文化广场、非遗传
习场所等主题功能空间。

如今，一个个有特色、有品位、小而美
的文化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满足了人
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
化需求。

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受到时空限制，
覆盖面有限。这几年，商州借助数字技
术，公共文化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被
逐渐打通。

目前，商州已建立覆盖全区的图书
馆智慧服务和管理架构，提升数字文化
馆网络化、智能化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
公共文化云等平台的大数据管理和服务
功能；整合利用全区群众文化活动资源，

打造分级分布式数字文化资源库群，加
大微视频、艺术慕课等数字资源建设力
度，将地方文化、旅游、康养、美食资源纳
入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鼓励公共文化
机构与数字文化企业对接合作，大力发
展基于 5G 等新技术应用的数字博物馆、
数字景区等数字服务类型，拓宽数字文
化服务应用场景；探索发展数字文化大
众化实体体验空间，加强数字艺术、沉浸
式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在公共文化场馆
的应用；推广群众文化活动高清网络直
播，培育线上文化服务品牌；鼓励公共文
化机构打造有影响力的公众号，培养具
有高黏性的“粉丝”文化社群。

创精品创精品 多彩活动乐民多彩活动乐民

多彩文化活动是涵养城市气质、丰盈
百姓精神家园的“食粮”和载体。

5 月 7 日，2024 年陕西省群众文化节
商洛分会场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活动在
沙河子镇麻岭子村精彩上演。

随着一声呐喊，秦腔传统戏《铡美案》
精彩上演。台上，秦腔演员精彩亮相，轮
番献唱；台下，群众热情洋溢，掌声不断。

“我是一个戏迷，也唱过秦腔，今天在家门
口看了精彩专业的演出，感觉很激动。”村
民支亚敏说。

此次活动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送
到家门口，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受到
群众欢迎。

为了营造“天天有节目、周周有戏看、
月月有比赛、四季有演出”的浓厚群众公
共文化活动氛围，商州区打造了一批高品
位的文化惠民活动。围绕办好 2024 年新
年戏曲晚会、春节系列文旅活动、第二届
商洛民歌民谣戏曲大赛商州赛区活动、全
国群众合唱大赛等 4 项重点文化活动，开
展全民艺术普及、非遗直播、艺术培训、艺
术技能教学直播等公共数字化服务，组织
培训 3000 人次；精心策划举办 2024 春到
万家“年味商州”系列群众文化体育促消
费活动 85项 685场次，开展送戏曲进乡村
惠民演出 60 多场次；以“十分钟文化圈”
建设为总抓手，依托社区文化广场、演出
舞台等文化载体，精心策划音乐节、广场
舞展演、大众合唱节、百姓大舞台、市民文
化节、“群星艺术节”、民歌民谣大赛等品
牌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当主角、
唱大戏；鼓励镇办、社区自主开展群众性

文化活动，举办 36 场“村晚”等富有文化
特色的节庆活动，打造节庆新民俗。

针对城乡居民文化需求差异化，商州
区有针对性地开展“送演出”“送戏曲”等
惠民项目，积极实施乡村文化“百名帮扶
骨干、百名村晚导演、百名村晚主持、百名
村晚明星”的“四个百”人才培养工程，组
织文艺骨干与百村结对帮扶，以乡镇文化
站为载体，培训吸收骨干，鼓励和指导有
能力的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开展常态化文
艺演出活动，凝聚村民情感、促进乡风文
明建设。同时，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
同发展机制，完善苏陕协作和对口支援机
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精准化、数
字化。在品牌文化活动和“一村一年一场
戏”“公益电影下乡”等文化惠民工程引领
下，全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兴起，形
成了“天天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季度有竞
赛”的文化活动态势，也实现了从“送文
化”到“种文化”的转变。

促发展促发展 文旅融合富民文旅融合富民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近年来，商州区不断推进文旅深度融
合，充分挖掘 56 个非遗产品优势，推动非
遗更好地融入生产、生活和市场，拓宽群
众增收新渠道。依托从业人员较多、适宜
带动就业、有市场潜力的非遗项目，成功
建设了一批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通过搭
建投融资、文旅消费、宣传推介、文创设计
等扶持平台，推动影院、演艺、文化会展、
汉服租赁、非遗产品销售、网络直播、短视
频、数字创意、数字艺术、数字娱乐业发
展，扶持发展传统工艺类企业和家庭作坊
300 多家，实现产值 28 亿元，吸纳就业人
员 5万多人，形成了非遗产业集群。

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晓平
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州的文化需求
和文化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虽然“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总体上得到
解决，但“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越来越
凸显。未来，要在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文化
产品和服务上下功夫，才能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
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康养之都更具
文化魅力。

文润商州大地，美好生活添彩。如今
的商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日益丰富，
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而更有质感和温度。

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 让让生活更有质感和温度生活更有质感和温度
本报记者 张 英

“在小小的喜廉园里，不仅能品读
我们当地名人的清廉故事，还能让群众
监督我们村级小微权力的运行。”5月 6
日，镇安县庙沟镇双喜村党支部书记董
同权谈起村里建设崇廉尚洁文化时，娓
娓道来。

初夏时节，双喜村的喜廉园里，柳
树为幕、石条当凳、修竹作简，廉政书
画、廉洁典范、名言警句和家风故事等
廉洁元素随处可见。喜廉园旁，旬河碧
波潺潺过；清心亭里，兰香馥郁沁心
脾。漫步其中，一步一景，一景一思，寓
意“一路清风”，让人在观景赏玩的同
时，接受了一次廉洁文化的洗礼。

“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旁 边 这 一 块
旬 河 沙 滩 自 然 风 景 优 美 ，群 众 喜 欢
在这纳凉避暑、拉家常，驻村工作队
协助村上以清朝时镇安县令聂焘和
双喜村举人田功名带头除陋习的廉
政故事为素材，深入挖掘喜廉文化，
建设了喜廉园。”镇安县政协驻双喜
村第一书记王强介绍，喜廉园始建
于 2022 年，占地面积 20 亩，整个园
区本着就地取材、勤俭节约的原则，
建造“两园四路八景”，即园区分廉
园和喜园，设清风路、漾廉路、功名
路、勤俭路，有鸣廉苑、清心亭、议事
亭、尚德墙等 8 个景观，更有烧烤园、
亲子沙滩、竹筏戏水吸引大量游客
参观游玩。

“自从村里建了喜廉园，这里就成
了村民们的说事堂。”村民敖西亮告诉
记者，以前开会村民请不来，现在村上议事搬进了喜廉园清心亭，村
民就带着孩子抢着来，坐在长石条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敞开心扉交
流谈话。

近年来，双喜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村“两委”班子
围绕“生态强村、产业富民”理念，以改善人居环境为突破，以促进农
民增收为核心，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经过
多年努力，双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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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公园梨园亭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丹江公园梨园亭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

喜廉园成了村民说事堂喜廉园成了村民说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