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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如何送到家门口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农村居民的

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每
次要开展点文体活动都要来村部，不过问
题是路远了点、看的书杂了点、活动场地
少了点……”村民纷纷表示，能不能在家
门口多设点？

过去，“一般文化活动场地都在村
部，随着近年行政区划的调整，有的村面
积达到数十平方公里，村民要走 40 多分
钟才能赶过来，极其不便。”看到问题，
湖南省株洲市文体广新局副局长谢春利
说，能不能把资源进一步下沉？

“农村文化建设和服务重在氛围、难
在常态。”株洲市文体广新局局长杨小幼
说，过去我们更多地依靠乡村大舞台的作
用，但送戏、送影等活动并不是时时都
有。“那如果群众家门口有‘小舞台’，就可
以自发组织广场舞、读书会等各种活动，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也能成为常态。”
解答问题的契机出现在 2016 年，当

时，株洲市全面启动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在攸县，一些村民小组自发筹资、自
辟场地新建组级文体中心。攸县文体广新
局顺势引导，为他们配置篮球架、乒乓球
台等文体器材，县图文两馆在镇文化站、

村文化服务中心建立图书馆、文化馆分
馆，把资源进一步下沉，服务下移。两年
间，攸县在 5087 个村民小组中逐步建成
了 1000 个组级文化服务中心，获得了村
民广泛好评。

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方便更多群
众，经验马上在全市进行推广。门前小书
屋、小广场、小讲堂的“门前三小”迅速把文
化服务点搬到了老百姓家门口，有效打通
基层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经
建成示范点20个，计划年内完成100个。

以10分钟路程为标准

“小书屋提供书籍借阅，小广场用于
文体健身，小讲堂主要为基层党员、假期
学生授课解惑。村民都说，这正是为他们
的文体生活解了渴！”谢春利说。

布好点是建设的基础。“门前三小”
以“10分钟路程”为标准，整合设在村民
集居地，覆盖人口 300 人，小广场面积
300 平方米，配送篮球架、体育健身路
径、音响等“三大件”，把最基本的阵地
建起来。与此同时，尝试将小书屋的部分
书籍分配到周边的人流集散地，设置借阅
分点，各个点的图书每年定期轮流交换，
方便更多人借阅。

在株洲市醴陵市高桥乡，老党员、退

休教师和离任村干部成了“门前三小”的
管理员，保证了时时有人管、天天能开
放。“过去农村文化活动场所的管理大部
分是由村干部兼管，常因为村务无暇顾
及，不少设施就容易成为‘空壳’。”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
员巫志南表示，要把建设起来的设施管
好用好，充分发挥效能，“请好人”无疑
是重要方面。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和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们有热
心、有能力、有威信，无疑是最恰当的
管理员人选。

农家书屋不是“百货超市”，不应该
什么书都来、什么书都有。杨小幼说，针
对当前农村儿童老人较多的现状，我们选
定的书籍更多的是以少儿读物、农业科
技、保健养生类书籍为主，以群众喜闻乐
见、浅显易懂的书籍为主，群众普遍反映
这比过去的“大锅饭”好吃。

现在，村里的小书屋为每一个借书的
孩子建立了读书档案，凡借书 10 次都能
获赠热心人士捐赠的图书；撰写读书心得
满 10 篇以上，按排名逐年上墙表彰，激
发他们的阅读热情。小广场则积极组织村
民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等文娱活动，承接
各类送戏、送电影下乡活动，让屋场都跳
起来、乐起来。小讲堂广泛邀请地方有学
识、有本领、有威望的乡贤能人，开展理
论宣讲、法律宣传、道德评议等活动，同

时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共同学习的场所和
氛围。

门前“三小”作用不小

“‘三小’的作用可不小，我们精神
生活丰富了，幸福指数上来了，打牌的少
了，打球的多了，进饭馆的少了，进书馆
的多了，邻里矛盾的少了，互敬互助的多
了，抓发展、干事业的劲头也更足了。”
村民纷纷点赞。

“基层的事情，绝大多数是党外看党
内，群众看党员。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越是中共党员干部带头，小书屋
就越火爆，小广场就热闹，小课堂就越满
档。”杨小幼说，因此，我们开展了党员
文化服务示范岗创建工作，始终注重发动
身边的党员带头讲党课，带头推文体活
动，带头搞读书会，带头参与志愿管理，
真正把“门前三小”打造成党员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窗口，形成了一批党员文
化志愿者、党员文化管理员等常年活跃在
基层的文化骨干队伍。

此外，乡贤的力量对于乡村文化的发
展也大有裨益。近两年株洲还在大力挖掘
本土乡贤，努力让乡贤回乡土，让乡贤讲
乡情，让乡贤办乡学，真正带动和影响了
一大批群众参与农村文化事业。

7 月 8 日上午，国家大剧院北门
排起了蜿蜒长队，观众们从四面八方
赶来，为的是到这里赴一场“音乐之
约”。这不仅是国家大剧院“周末音
乐会”第 500 场特别策划音乐会，也
是“周末音乐会”在2018年全新推出
的“值得聆听的中国交响音乐系列”
中的一场。

当天，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
授刘小龙的主持下，指挥刘炬执棒中
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首先带来
一曲节奏欢快的 《节日序曲》。在载
歌载舞的欢乐氛围中，年过八旬的作
曲家施万春亲临现场，化身成为“音
乐老师”，为观众们解析 《节日序
曲》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
乐团演绎了《炎黄风情》选段中取材于
四川山歌的《太阳出来喜洋洋》、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乐曲选段。当年
芭蕾舞剧作曲家、九旬高龄的作曲家
杜鸣心先生同样亲临现场，和施万春
一起重温了当年的创作场景。

最后，钢琴演奏家陈萨带来杜鸣
心作品钢琴协奏曲 《春之采》，将现
场气氛引向高潮。为了让观众充分领
略作品的魅力，杜鸣心和陈萨现场对
话，讲述了作品创作理念中所蕴含的
渴求、希望与乐观向上。钢琴的跌宕
起伏和整个乐团的气势磅礴交相辉
映，富有情感而又不失浪漫的演奏，
博得了全场观众的一片喝彩。

作为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特色品
牌，“周末音乐会”自 2008 年 1 月 13
日首次启动以来，已经为观众们奉献
500场经典演出，累计邀请 60余个艺
术团体、百余位艺术家，上演了 900
多位中外作曲家的2000余部作品，惠
及观众人次达到80余万。活动始终坚
持高雅艺术的高水准，广邀国内外知

名乐团和艺术家，通过交响乐、民族
管弦乐、室内乐、合唱、交响管乐等
多种艺术形式，为观众们带来中外经
典音乐曲目。通过“演讲结合、赏析
并重”的展现方式，由指挥家、演奏
家及作曲家等名家亲临现场，为观众
讲解曲目、传授音乐知识，与观众畅
谈文化、分享音乐，让观众在欣赏乐
曲的同时收获音乐方面的知识。

来自四川省西昌南山国际学校的
顾老师专程带着学生从四川赶来听

“周末音乐会”。她说：“希望孩子们
能够通过音乐会现场感受中国交响乐
的魅力，倾听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
身临其境地学习。”家住北京回龙观
的刘女士带着全家一起来，她表示，

“周末音乐会一如既往的好品质，用
40元的票价就能够欣赏到如此精彩的
演出，还有众多名家讲解，真的是惠
民的音乐艺术盛会”。

正如她所说，“周末音乐会”10年

以来，一直以40元、会员价10元的低
廉票价回馈观众。北京交响乐团艺术
总监、首席指挥谭利华曾经评价说：

“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用十年如
一日的努力，润物细无声地丰富了广
大音乐爱好者的音乐感受，提高了观
众的欣赏品位。”

因为坚持高品质与惠民，“周末
音乐会”除了吸引广大艺术爱好者以
外，也有不少中小学生、大学生粉
丝。来自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附属校
尉胡同小学五年级的胡同学说：“我
从三年级就有机会聆听‘周末音乐
会’。特别喜欢。每次都会有音乐知
识的讲解，收获很大。”

今年，“周末音乐会”新增加了
“值得聆听的中国交响音乐系列”。国
家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让中
国作品、中国声音在观众中得到更广
泛的弘扬，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作品的
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我们要给孩子们怎样的假期？给孩子们
怎样的教育？这些问题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遇
到。近日，央视少儿频道原创节目 2018 《最
野假期》 播出。节目中，来自全国各地不同
家庭的孩子 （最大13岁，最小5岁），离开家
庭和父母，沿着祖国的海岸线一路南行，从
渤海经黄海、从东海直到南海，体验不一样
的假期。

《最野假期》 以“壮丽祖国，伟大成就，
人生楷模”为节目核心要素，将海洋文化、
环境保护、社会进步、国防教育融入孩子们
的整个行程。在规模庞大的造船厂、奔流入
海的母亲河、繁忙有序的港口、威武庄严的
战舰，节目都设计了特别内容，让孩子们得
以零距离接触渔民、科学家、老兵，深入水
上渔家、探秘大国工程、体验军旅生活。而
当他们走进各行各业，亲眼目睹当下中国深
刻而巨大的变化时，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
伟大成就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知。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 《关于做
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 指
出，要发挥优秀视听节目对青少年思想引
领、情操陶冶、兴趣引导和知识教育的作
用。《最野假期》以趣味盎然的暑期旅行，润
物细无声传递出鲜活的知识，树立正确价值
观，让孩子们的假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文 央）

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影视作品，大多涵
盖了三层境界；第一层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第
二层是感人至深的情感，第三层是激荡人心的
精神境界。作家、编剧朱秀海曾言：“故事好
编，掌握住‘上接天光，下接地气，动人情
感，理想主义’四句技巧，基本就成功了。但
真正考验作品的还是精神层面的境界。”由朱秀
海创作，路奇执导，孟凡耀担任总制片人，张
博、童瑶、潘虹、乔欣等主演的 《诚忠堂》 刚
刚在央视八套收官，该剧将晋商发展历程融入
中国历史变迁，彰显以乔映霁为代表的一代晋
商为国家存亡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气概。

乔映霁原型乔映霞是最早的中国同盟会会
员，一生秉持“以商救国”的宏远志向。正是
被以乔映霞为代表的晋商之家国情怀所震撼，
朱秀海创作了 《诚忠堂》 这部剧，以历史为蓝
本，再现了乔映霞的传奇故事。乔映霁在辛亥
革命前后的风云变幻中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
革命，中国就没有希望，乔家更没有希望。”于
是，他亲上战场，为推翻帝制浴血奋战，又毁
家纾难，倾尽一己之力推动民族金融资本向现
代金融资本转型，以推动中国走向工业化之
路。乔映霁祖父乔致庸曾开辟茶路，养活居民
十几万人，乔映霁则用自家票号助力革命，为
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之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诚忠堂》中，乔致庸倾力开拓的茶路已荒
无人烟，百姓生活再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乔
映霁得知后，立志重开万里茶路，更以非凡的
视野与气概，将其拓展成中国到蒙古的茶路，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商人的经商智慧与济世精
神。几代晋商用不同于农耕的方式，解决了自
己及其他民众的生存问题，并推动了历史发展。

《诚忠堂》对“商战剧”进行了升华，它不
拘泥于以利为准绳而展开的传统商战，而是以
晋商心怀天下、心系黎民的大义为剧情基调，
阐释了“商运兴就是国运兴，商运衰就是国运
衰”的道理。故事伊始，乔映霁就亲赴战火纷
飞的武昌，为义军捐献了至关重要的军饷，直
接参与并影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首义。

创新探索门前“小书屋”“小广场”“小讲堂”

10 分钟小文化圈的大作用
□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最野假期》

不一样的暑假

500场“周末音乐会”带来了什么
□ 本报记者 郑 娜

《诚忠堂》

破而后立
的晋商气概
□ 颜 菲

作曲家施万春 （前排右一） 与杜鸣心 （中） 在“周末音乐会”第500
场特别策划音乐会上

作曲家施万春 （前排右一） 与杜鸣心 （中） 在“周末音乐会”第500
场特别策划音乐会上

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基层，实实在在提升

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却也是难点所在。湖南株

洲在广大农村创新开展“门前三小”建设，让“小

书屋”“小广场”“小讲堂”发挥大作用，公共文化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就此打通。

近年来，中国公共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蓬 勃 发
展 。 如 何 打 破 公 共 文 化

“大锅饭”的固有服务模
式？各地先后探索建立以
需求为导向的文化产品供
给机制，将一道道丰盛美
味的文化大餐做出贴心家
常味。

所谓“家常味”，事实
上就是针对不同文化需求
的 老 百 姓 量 身 定 做 文 化

“小灶”，以群众需求为出
发点，精准定制公共文化
服务。

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
区为例，他们充分考虑不
同年龄段群体的需求，把
公共文化服务分了三个层
次：针对老年群体，向各
街道、敬老院输送以传统锡
剧、评弹、京剧等节目为主
的演出；针对中青年群体，
开展中国年画展等大型展
览，并委托文化馆每周举
办瑜伽课、美术课等艺术
课程；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非遗”进校园
主题活动，由图书馆举办的文化小记者俱乐
部、读书漂流等活动。

而湖南株洲开展的“门前三小”也很有创
意。在小书屋，老百姓可以借阅到心仪的图
书；在小广场，大家可以畅快地开展文体健
身；小讲堂里，基层党员学习有了阵地，假期
学生也有了学习场所。这些精准定制的公共文
化服务，看上去很“小”，却因小而更加细腻，
更有温度。再“高大上”的文化服务，如果没
有用处，也只能成为“花架子”。再“美味”的
大餐，如果不合胃口，吃起来也索然无味。许
多地方已用实践证明，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定
制，方能事半功倍，让公共文化服务在真正惠
及全民的过程中，以文化人，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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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忠堂》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