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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成功创建第四批浙江省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第二批浙江省戏曲之乡
（县级）；2020年度全省公共文化服务现
代化指数排名第 13位；全国首创并建成
家庭图书分馆 400家；“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动态评估系统”和“社会力量参与的
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先后获
评省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项目……

带着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温岭于去年
成功列入第一批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先行县创建名单。

温岭也以此为新的起跑线，朝着打造
新时代文化高地、进一步丰富百姓精神文
化生活的目标，在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
生活圈”、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建设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效。

画出文化生活“幸福圈”

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以大
投入补齐文化硬件设施短板，是首要工
作。近年来，温岭市相继建成温岭市博物
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王伯敏艺术史学
馆等一批文化场馆。投资 5.68亿元，集新
图书馆、新文化馆、大剧院于一体的文化
中心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

同时，温岭以创建文化强镇（街道）、
文化示范村（社区）为抓手，基本完成辖区
16个镇（街道）文化站改造提升工程。一级
或以上文化站实现全覆盖，镇（街道）文化
分馆、图书分馆全覆盖；建成农村文化礼
堂 529家，社区文化家园 30家；建成村级
文化广场179个。

既有“大整合”，也有“微改造”。为进
一步夯实基层基础，科学布局文化设施，
温岭市打造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中，不乏“精致分享”的新型文化空间。

如锦园社区“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园社区。圈内
文体设施配备完善，不仅拥有太平街道自
助图书馆、体育中心自助图书馆等多个阅
读空间，还有锦园社区文化家园、王伯敏
艺术史学馆、温岭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
文化空间，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多种文

化、艺术活动服务。温岭市体育中心、百姓
健身房、锦屏城市公园跑道等，则为居民
提供日常体育健身空间。

锦园社区的居民走出家门 15分钟范
围内，即可享受 3处以上公共文化设施。
清晨，温岭市体育中心、东辉公园广场，市
民有组织地开展晨练，广场舞、木兰拳、太
极剑……一派幸福、悠闲氛围。夜晚，体育
中心自助图书馆、百姓健身房里甚为热
闹，看书、健身，居民纷至沓来。到了周末，
居民可去王伯敏艺术史学馆、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等参与各类活动。

据介绍，类似这样特色鲜明、布局合
理、群众爱去的新型文化空间，将在温岭

“遍地开花”。

跟着品质文化生活圈而来的，还有精
彩纷呈的文艺活动。6月至 7月，“喜迎二
十大 放歌新时代”温岭市创建浙江省公
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文艺主题巡演
活动火热进行。歌曲串烧、乐器弹奏、舞蹈
互动……来自温岭各地的群文队伍，深入
各乡镇（街道）送去各式节目，老百姓在家
门口的文化礼堂就能享受文艺大餐。

创新“图书馆+”模式

一边抓文化设施项目，一边还要提升
设施的服务效能。温岭市狠抓公共文化场
所服务大提升行动，让文化服务更有广
度、深度和温度。

该市以社会力量参与的文化馆、图书
馆总分馆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基本形成独
具温岭特色的总分馆模式，打通服务农村
群众文化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2016年以来，温岭市图书馆以建立总

分馆制为抓手，大力开展家庭图书分馆建
设，将阅读之风“吹”进乡村。

家庭图书分馆，即借助社会力量在自
己家里或机构设立图书分馆，以“公共资
源+社会力量”义务为邻里和社会开展阅
读服务的一种模式。2016年至今，温岭市
建设了 400多家家庭图书分馆，在各个乡
村文化礼堂、文化站，图书借阅成为必不
可少的一角。

在以文促旅的背景下，自 2016年开
始，温岭市图书馆遵循融合理念，开展公
共图书服务进景区、进民宿实践。

位于温岭市石塘镇的“海山生活”民
宿文旅图书馆，建于 2019年。该图书馆设
在海景房内，藏书 2000余册，民宿员工、
住宿的客人及镇里村民，都可以到这里借
阅图书。除了开设民宿书屋，温岭市图书
馆还通过图书进景区与文创产品结合，建
成十八道地景区图书馆文旅分馆；通过图
书进公园与革命文化结合，建成坞根烈士
陵园图书馆等。

如今，不论城区还是景区、乡村，有图
书的地方总会遇上捧书展读的阅读者。这
样的场景，在温岭已成为一道风景线。

丰富文化供给

让公共文化场馆的边界更广，是温岭
一直打造的公共文化服务目标。

温岭市文化馆深化统分结合的文化
馆总分馆服务网络，2020年在原有“书香
机关”“艺飘社区”培训基础上，启动“乡村
艺校”，统筹辖区16个镇（街道）综合文化
站、200余家农村文化礼堂等，实现资源需
求精准对接。

温岭市文化馆馆长张一彦介绍，通过
搭建全民共享平台，“乡村艺校”更好地整合
现有文化资源，建立线上师资库，为各地文
化礼堂总部提供“菜单式”服务，根据各地需
求送课到基层。去年，该培训项目共计开展
培训510班次，受训学员达25.7万人次。

温岭资深票友陶海燕有着多重“公益”
身份。她在新河文化站担任越剧指导老师，
也是新河人口文化艺术团的老成员。

文化大镇新河镇，目前拥有完整的
“三团三社”编制，包括新河人口文化艺术
团、金港之声合唱团、群星民乐团，还有锦
鸡山文学社、塘下书画社和文之韵摄影
社。多支群文队伍在各类活动中各司其
职，发挥文化普及作用。

成立多年的新河人口文化艺术团，已
经发展成为一支配置齐全的文艺军。每
年，该艺术团以小分队的形式，为村民送
去喜闻乐见的越剧表演，组织演出和下乡
演出上百场。

新河镇的浓厚群文氛围，是温岭不断
发展壮大民间艺术团队伍的一个缩影。随
着公益培训进基层工作不断推进，温岭市
16个乡镇（街道）已顺利完成组建以基层
群众为主体的“三团三社”，活跃基层群众
的文化生活。文化惠民的种子，播撒到乡
村的每一个角落。

借助社会力量，今年，温岭还大力发
展文艺群团组织和文化志愿者队伍，目前
拥有文艺团体 3983个、文化志愿者 1.4万
余人，并依托“文化礼堂艺术节”“市民艺
术节”等品牌活动载体，为群众搭建自我
表现、自我创造的平台。

温岭：延伸文化服务触角，
给百姓幸福感加码

编者的话
8月6日，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

化理论研讨会在温岭召开。来自全省各地
的21位公共文化理论研究者，参加了“共
同富裕背景下的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发
展”“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
沙龙活动。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既要物质富裕，也要精神富有。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了更多
文化期待。

我市一直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现
代化建设，制定印发了《关于高质量建
设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市的实施

意见》，加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先行县（领航项目）等创建工作。如温岭
市于去年入选省第一批“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化先行县”创建对象名单，台州市
图书馆的“全生命周期”阅读体系入选
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领航项
目”创建对象名单等。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公共服务是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
施方案（2021—2025年）》以及《浙江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均提出“率先基本实现人
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概念。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州市图书馆顺势
而为，大力推广“全生命周期”阅读服务体
系，旨在全面构建涵盖各类人群，包含各类
公益性阅读品牌、设施、队伍、网络及特色
服务为总和的阅读推广服务体系。该项目
的实施，有利于打造全民阅读的“台州模
式”，助推我市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繁荣。

全民阅读闭环发展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性，设计阅读
推广品牌活动，台州市图书馆自开馆伊始，
就致力于构建“全生命周期”阅读体系。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阅读诉求，为了
提升群众的阅读获得感和幸福感，顺着‘读
者年龄’的时间线，打造童萌汇、嗨皮小书
坊、真人图书馆、乐龄 e课堂等涵盖终生的
阅读品牌近 20 个，从垂髻孩童到耆老长
者，都能享受到‘适龄’的阅读文化体验。”
台州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说。

创建涵盖终生的阅读推广体系，离不
开面对新生儿童的阅读推广。2021年，市
图书馆深入研究“公共图书馆早期阅读”课
题，与专业机构合作推出“新生儿阅读大礼
包”，提高新生儿家长的阅读理念，鼓励更
多的家庭开展亲子阅读，培养儿童早期的
阅读兴趣和能力。

特殊群体的多元需求也被重视。市图
书馆健全无障碍服务体系，完善适老化、亲

情服务，依托“无障碍图书馆”为阵地，持续
做好“汽车图书馆”送服务进基层工作，推
出“悦耳计划”“爱心邮书站”“阅读帮扶”等
创新服务，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图书馆。

近年来，依托汽车图书馆、和合书吧等
“十五分钟”公共阅读服务网络，我市的阅
读阵地不断向基层拓展下移。至今，全市建
成“和合书吧”118家，累计新增阅读阵地
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年服务读者超230万
人次，总量居全省前茅。

“品牌”力量，植根群众心

随着创建涵盖终生的阅读推广体系推
进，全市公共图书馆着力探索打造具有文
化辨识度、群众吸引力、社会美誉度的文化
品牌，串珠成链并依托公共服务网络，形成
区域性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作为台州市“全生命周期”阅读服务体
系的首批试点，路桥区和玉环市已经开始
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分级、分年龄段的阅
读品牌活动。

路桥区图书馆的特色场馆“女子主题
馆”，曾获2020年浙江省“发现图书馆阅读
推广特色人文空间”二等奖。借助“南官人
文大讲堂”“艺术之门”等品牌活动，开设深
受女性读者喜爱的文化课堂，这个专为

“她”设计的主题馆，满足当地广大女性群
体提升文化素养、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

在拓展城乡阅读阵地方面，路桥区图
书馆以新型智慧空间为切入点，布局和合
e书吧，路桥水心草堂、金大田文化礼堂等
新型文化空间，成为丰富文化生活、提高社
会阅读氛围的惠民场所。

玉环市图书馆则推出“玉图开卷·阅享
共富”核心阅读品牌。今年世界读书日期
间，该市图书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包括“小 y学堂”
绘本直播课、“云中书”、小羽毛课堂、好书
共读、读者频道新书汇、“阅读马拉松”等。

散落在街头的图书借阅点，也是这座
书香文润之城的一道风景线。玉环在具体
建设过程中，与银行、街道、社区等生活场
景相结合，吸引社会力量为共建书香城市
助力。

玉环市图书馆和农商银行合作的农信
书吧，立足于人口分布和百姓实际需求，在
多个乡镇（街道）建设图书借阅点，让老百
姓看书借书更加便捷，也让“玉图开卷·阅
享共富”阅读品牌深入人心。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公共图书馆已建
有阅读品牌近 60个，与全民阅读季、全民
读书月和世界读书日等组成了“点、线、面”
立体活动矩阵。贯穿全年的阅读品牌活动
活色生香，2021全年，台州举办公益阅读
活动 2500多场次，直接受益读者 100多万
人次，形成“天天有人气、周周有活动、月月
有项目”的新格局，进一步助推全民阅读新
高地形成。 （本文配图由市图书馆提供）

“花式”服务，
承包一生的阅读幸福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首届“国韵杯”民族器乐艺术展演活动
结果日前公布，台州有 3 人获青少年组“未
来之星”奖项，他们是来自台州市金龙少儿
民族管乐团的“00 后”选手谢濡泽、刘瀚琦
和张可馨。

“国韵杯”民族器乐艺术展演由文化和
旅游部批准的国家一级社团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主办。首届国赛报名选手近万人次，
乐器类目涵盖吹管乐、拉弦乐、弹拨乐、民
族打击乐，比赛以组别、类别划分，按成绩
排序分别设置“民乐之星”“未来之星”“希
望之星”等奖项。

台州市金龙少儿民族管乐团成立于2021
年，由市音协民族管弦乐专业委员会指导，为台
州首个公益性质的少儿民族管乐团，目前有成

员40余人。团长何金龙系台州市民乐团首席唢
呐兼竹笛，兼任市少儿风华国乐团副团长。

何金龙介绍，本次展演采用线上选拔形
式，选手需录制两首独奏作品视频。5月完成
报名后，选手们就利用课余和暑假时间全心
投入排练。除了一首《秦川抒怀》，谢濡泽、刘
瀚琦和张可馨还各自准备了《鹧鸪飞》《大青
山下》《春到湘江》。“参赛曲目都是今年新排
的作品。如《秦川抒怀》，讲究技巧性且要有音
乐张力，突显各种乐器的鲜明特点，选手们要
较好地把握作品特点。”

谢濡泽、刘瀚琦和张可馨均学习竹笛多
年，分别在“松庭龙吟杯”全国竹笛邀请赛、浙
江省青少年中国民族乐器大赛、台州赛区“小
演奏家”大赛等各级赛事和展演中崭露头角。

民乐，是他们童年成长的最好见证者。13
岁的谢濡泽，现就读于温岭市第三中学，7岁

开始学竹笛。刚入门时，他因为先天的唇形条
件对吹奏有影响，比别的学员更下功夫，练稳
气息。技艺渐长后，他坚持到公园户外练长
音、练指法，并开始挑战各种民乐赛事，克服
上台怯场心理。就读温岭市方城小学的张可
馨 11岁，也已学艺多年。这个好动开朗的小
姑娘，从一开始在练枯燥的基本功时经常坐
不住，再到沉心静气，主动利用课余时间练
习，对吹奏技巧精益求精。

何金龙说，3位小选手都是通过学校社团
活动，进一步领略到民乐魅力，决心踏上学艺
之路。这跟市民乐团承担的送民乐演出进校
园任务密不可分。从事民族管弦乐教学 22年
的何金龙，在椒江、黄岩、路桥以及温岭等多
所学校担任社团课老师，“除了提高少年儿童
对民乐的喜爱度，在授课互动的过程中，我们
也发现了一批民乐的好苗子”。台州市金龙少

儿民族管乐团就汇集了各县（市、区）民族吹
管乐优秀学员。

近日，台州市少儿民族管乐音乐会暨
何金龙师生音乐会在台州市文化馆举行。
参演的 70 名小民乐手，用缤纷的旋律带来

一场精彩的国乐演出，展示了唢呐、笙等民
乐乐器风采。“台州民乐事业的繁荣从娃娃
抓起，需要民乐老师的努力、家长的陪伴和
学童的学习，希望台州的民乐氛围越来越
浓厚。”何金龙说。

台州三位“00后”吹奏员国赛获奖

温岭市开展创建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文艺主题巡演活动。（采访对象供图）
和合书吧亲子共读和合书吧亲子共读。。

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品牌活动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品牌活动———童萌汇小书坊—童萌汇小书坊。。

台州市少儿民族管乐音乐会台州市少儿民族管乐音乐会。。（（采访对象供图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