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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没有谁能够想到，1989 年初由 19 名热
心人士拉起的那条“关心，从聆听开始”
的青少年服务热线，犹如一粒小小的火
种，点燃了深圳义工的燎原大火。20 多年
来，中国内地第一个法人义工团体——深
圳义工联、第一部地方性义工法规、第一
批国际志愿者、第一个义工服务市长奖、
第一本青少年志愿服务教育读本、第一张
多功能电子义工证……都相继诞生在这个
创造了太多经济奇迹的城市。多年来，深
圳不仅交出了光鲜亮丽的物质文明成绩
单，同样也创造了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
展、志愿服务遍地开花的精神文明成果。

2011 年 12 月，深圳召开动员大会，提
出了建设“志愿者之城”的目标——2015

年初步建成“志愿者之城”。1 年之后，深
圳又发布了 《深圳市“志愿者之城”建设
目标指引》，提出了20项具体指标。到2015
年年末，继当年2月深圳第四次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称号之后，深圳“志愿者之
城”的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

如今，全市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百
万，每年提供义工服务超过 4000 万小时。
这意味着每 10 个深圳人中就有 1 个志愿
者。义工文化蔚然成风，志愿精神落地生
根 。“ 来 了 就 是 深 圳 人 ， 来 了 就 做 志 愿
者”。这既是一句风靡全城的广告语，也是
广大深圳义工的真实写照。

同时，深圳也把志愿服务的触角伸向
了世界。目前，全市参与国际志愿服务的
志愿者人数已达4万多人，其中外籍志愿者
两千多人。多年来，深圳市义工联先后获
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服务集体”“中

国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中国青年志
愿者行动先进集体”“全国助残先进集体”
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深圳义工”也成为城
市运营中最能体现深圳软实力的城市品牌。

搭建网络 良性循环

多年来，深圳的义工发展和管理稳定
有序，形成了在市、区两级建立义工联，
街道建立义工服务站，社区建立义工服务
队（站、中心、基地）的四级义工服务网络。

深圳充分调动社区内广大居民参与的
积极性，发掘社区资源，使义工来源于社
区，服务于社区，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互动。目
前，深圳社区义工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城，
在开展联防联治、看家护院、扶危济困、
重大活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成为城市一支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

广大市民既增强了对社区和城市的归属
感、认同感，也提升了为他人服务、为社
区服务、为城市服务的精神素质和水平。

政府委托，购买服务。深圳义工通过
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形式，实现了对政府公
共职能的有效补充，而政府则通过拨款予
以支持。在高交会、文博会等深圳大型活
动中，深圳义工以“向政府购买服务”的
形式参与服务，既节约了行政开支，又树
立了城市的文明形象，提升了城市的文明
氛围，可谓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在诸如
城市“净畅宁工程”、梳理行动、文明创建
等中心工作方面以及交通指挥、治安宣
传、城管工作等领域，深圳义工也积极提
供相应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治理。此
外，深圳义工在多年的服务实践中，还先
后设立了“松柏之爱”服务孤寡老人项目、

“与你同行”服务残疾人项目、“一起成

长”服务孤儿项目等，主动帮扶弱势群体。
近年来，深圳义工不断拓宽领域，走

向专业发展。义工服务范围已拓宽到 20 大
项 30 多类服务，例如，实施“青春红丝
带”行动，为青少年和外来青工讲授生理
知识和艾滋病知识；为老少边穷地区及山
区提供“扶贫支教”服务、开展“健康直
通车”服务、修建青年志愿者路；派出全
国第一位国际义工李泓霖赴老挝支教。此
外，深圳义工引入“社工”队伍建设，按
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路径推动社会服
务力量的发展，围绕预防青少年犯罪、亲
子关系、外来青工生殖健康、小学生校外
教育和弱势人群扶助等工作已取得显著成
效，获得了社会广泛好评。

奉献自我 大爱无疆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深圳义

工的响亮口号，温暖着每一个施援者和受
助者的心。他们不论身在何处，不管春夏
秋冬，都把奉献自我、服务他人视为己
任，付诸行动。2011 年 8 月，第 26 届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举办期间，全市有20%
的市民以志愿服务方式奉献大运会，127万
志愿者投入大运会服务，仅深圳大学的学
生志愿者就超过1万人。赛场内外，处处可
见红马甲的身影，向全世界展示了深圳

“志愿者之城”的良好形象。
在义工文化的孕育、熏陶下，深圳不

断涌现出凡人善举，感人至深。深圳义工
联的原艺术团团长丛飞，十几年来自甘清
贫，慷慨助人，为了资助生活困难的山区
失学儿童，公益演出超过300多场，捐款捐
物超过 300多万元，成为了 178位贫困孩子
的代理爸爸。不幸的是，他身患绝症。在
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仍将外界捐赠、用于

治疗的2万元救命钱，让人捎给了贵州山区
的孩子。他用化疗后嘶哑的声带，录下了
给孩子们的告别：“我不能拯救整个世界，
却可以尽我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
子，我爱你们。”

宝安沙井街道退休女职工曾柳英发起
组织“爱心一族”，自 1995 年以来扶贫济
困 ， 播 撒 文 明 ， 做 了 不 计 其 数 的 好 事 。
2001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在沙井做
生意的香港老板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组
织，当即率领全厂 1000 多名员工集体加入
了“爱心一族”，仅捐助失学儿童一项，就
让259名贫困学子重新走进了校园。

当今的深圳，义工的身影遍布全市各
个角落，义工的精神也影响着每一个深圳
人。“虽然我不认识你，请让我来帮助你”，正
在变成越来越多深圳市民的自觉行动。深
圳义工，就像一年四季盛开的勒杜鹃一
样，装扮着这座年轻而又美丽的现代城市。

◎打造深圳质量 补齐文化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速度”名扬天下，而“深圳质
量”的提出则在是2010年。那一年，恰好是深圳经济特
区成立30周年。而立之年的深圳发出《关于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要实现从“深圳速度”
向“深圳质量”的跨越。由此，“深圳质量”成为深圳发
展的核心关键词。

最近一期 《深圳市质量发展报告》 的数据显示，深
圳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质量型增长特征日益凸显。

“深圳质量”战略实施的5年时间里，深圳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实际增速保持在 10%左右，人均 GDP 居内地副
省级城市首位，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和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均实现翻番，每平方公里产出 GDP增长了 92.5%。更
令人鼓舞的是，这 5年深圳创新优势更加明显，PCT国
际专利申请量从 3800 件增加到 11639 件，占全国比重
48.5%，连续11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数据还显示，5 年来，深圳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
设和文化发展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总体质量水平逐年稳
健提升，2014 年指数评分 171.01 分，较 2010 年 （基准
分） 提高71.01%。2016年，靓丽的发展数据让深圳再次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经济总量增长9%，地方财政收入
增长 15%；万元 GDP 能耗、水耗分别下降 4.1%和 8.9%；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提高至 354 天，PM2.5 平均浓度降至
27 微克/立方米。深圳成为媒体眼中经济新常态下经济
转型发展的“样本”。

今年，深圳在城市发展质量上又提出了新目标，“建
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
心”。为此，许勤提出了十大行动计划，促进城市发展质
量再提升。

在文化领域，深圳市提出了建设与“现代化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相匹配的文化
强市。李小甘表示，城市文化建设要以“深圳质量”为
引领，把提高文化发展质量写到深圳文化创新发展的旗
帜上。他认为，要提升城市文化发展质量，当务之急就
是查找差距、补齐短板。深圳文化建设虽然成就非凡，
但与先进城市的差距依然明显，许多方面与城市发展定
位还不匹配。比如，原特区外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薄
弱，发展不平衡；公共博物馆、人均图书馆藏书量还不
及纽约的 1/3；每年常设性文化节庆活动不及伦敦的 1/
10；高水平的文艺院团仅剩下 1 个交响乐团，而北京、
上海、广州都拥有超过15个高水准院团；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少、人才缺乏、学科体系不健全等。

为了解决这些与城市发展定位不相适应、不相匹配
的问题，弥补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不足，深圳去年印发

《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2020方案”），计划通过 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逐
步补齐短板，使整个城市的文化实力得到增强。该方案

实施一年来，已经取得初步进展。例如，国际科技影视
周、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等
一系列高品质国际重大文化项目落户深圳，深圳马可波
罗篮球队、八一深圳女排分别征战 CBA 和女排联赛，

“读特”“读创”“壹深圳”“掌上书城”“全民阅读”等新
媒体上线，还有一批重大文化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月
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的深圳文化菜单呼之欲出。

◎瞄准国际一流 加强标准建设

为了在文化发展上查漏补缺，“2020 方案”直面现
实问题，提出构建“五大体系”，明确了深圳提升城市文
化发展质量的施工图。“五大体系”即创新思想理论载
体，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城市精神体
系；创新城市形象标识，构建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的
文化品牌体系；创新媒体运行机制，构建以媒体融合发
展为标志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创新文化服务方式，构
建以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
新产业发展模式，构建以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为特征的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这五大体系充分体现了现代城市的文
化发展趋势，展现了深圳对于城市文化的卓越追求。

纵观世界，大凡名城都拥有刚健有力的城市人文精
神、深厚的人文内涵，丰富的、高品质的文化品牌，发
达的文化传播机构，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极具竞争力
的文化产业，具有强大的文化综合实力。五大体系之间
相互影响，协同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城市文化生

态系统。
深圳城市文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创新、务实已经成为城市的精神标识，
深圳先后被评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世界“设计
之都”，文化产业具有较强实力，形成独特的发展优势。
同时，深圳文化短板也相当明显，文化综合实力与北
京、上海还有较大差距。整个城市的家园意识还不够
强，城市的人文内涵还不深厚；城市知名文化品牌还不
是很多，城市形象的文化内涵不足；城市传媒与先进城
市相比滞后，改革发展须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文化体
系建设存在不均衡、“硬强软弱”等问题；文化产业传统
发展模式难以为续，需走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之路。

高质量依靠高标准。许勤强调，深圳不能满足于现
状，而是要瞄准国际一流标准，要和国际先进城市比差
距。深圳将标准建设作为“深圳质量”的重要抓手，通
过“标准”将“质量”量化、规范，以“高标准”来实
现“高质量”。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2020 方
案”提出构建“五大体系”，就是在对标先进城市，对深
圳城市文化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质量提升。“2020 方
案”围绕“五大体系”构建，细化分解列出 130 多项具
体任务，明确了每一项任务的工作要求、牵头单位、完
成时间。通过一个一个“量变”，来实现深圳文化发展

“质变”，通过高标准，打造高质量，形成文化领域的
“深圳标准”，树立“文化深圳”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标
杆地位，与深圳在经济领域的标杆地位相匹配。

来了就是深圳人 来了就做志愿者

深圳义工书写最美城市名片
陈昌华 李战军

构建“五大体系” 对照先进城市

“文化深圳”打出质 量牌
陈金海 赵鹏飞

今年初，深圳市委将 2017年确

定为“质量提升年”，把全面提高经

济质量、社会质量、文化质量、生态

质量和党委政府服务质量作为特区新

时期的价值追求和根本取向。广东省

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许勤提出了

“加快把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的新任务，要求以打造“深圳质量”

推进创新驱动。在近期召开的全市宣

传文化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李小甘要求全市宣传文化

工作者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效率至上

的理念，将“深圳质量”“深圳标

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明确责

任、抓好落实，再干几件响当当、拿

得出手的实事，确保《深圳文化创新

发展2020（实施方案）》见到实效，

推动城市文化发展增效提质，打造与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国际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相匹配

的文化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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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千红勒杜鹃，一年四季总

是春。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和各个小

区，在高交会、文博会、大运会的

全市重大活动期间，在交通、治

安、城管、商业的各个服务领域，

人们总是可以看到一支穿着红马甲

的义工队伍，看到他们忙忙碌碌、

热忱服务的身影。深圳义工，已成

为这座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张

风头正劲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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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片

●文化创新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