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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Top100文化服务菜单首单落地

百单文化盛宴开启全民共创时代
浙江省Top100文化服务菜单首单落地

百单文化盛宴开启全民共创时代
◎ 记者 刘 青 通讯员 金 笑 供图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5 月底，一纸覆盖全省的“文

化服务菜单”在浙江掀起热潮。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创新

推 出 的 Top100“ 文 化 服 务 菜

单”，以“群众点单→专业制单→

政府买单→团队接单→社会评

单”的闭环模式，打破公共文化

服务供需错位的传统困局。6 月

8 日，随着绍兴阿卡贝拉人声乐

团（聚·人声乐团）正式“接单”嘉

兴 南 湖 音 乐 厅 演 出 ，这 份 满 载

100 个优质文化项目的“菜单”迎

来首单落地，标志着浙江公共文

化服务从“普惠供给”迈向“精准

滴灌”的新阶段。

▲点单流程界面

“首单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浙江

公共文化服务进入‘全民共创’的新阶

段。”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厅长陈广胜在首单落地仪式上强调，

这份菜单的价值远超100个项目本身，

其核心是推动“三个提升”。

在陈广胜看来，菜单中 70%的基

层创意占比是最大亮点。“以往群众是

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现在变成‘设计

者’。”他举例，温州瑞安的农民画家通

过平台提交“田园画展”创意，经专业

团队孵化后，不仅在当地文化礼堂展

出，还入选省级菜单巡展。这种“自下

而上”的供给模式，正在激活基层文化

创造力——数据显示，菜单发布后，全

省新增群众自报项目 3200 余个，涵盖

乡村摄影展、社区戏剧节等小众领域。

“当艺术走出剧场，才能真正融入

生活。”陈广胜指 出 ，菜 单 特 别 设 置

“街角艺术”“夜经济文化单元”等板

块，推动文化服务从固定场馆向开放

空间延伸。比如杭州上城区将评弹

演出搬进南宋御街茶馆，宁波北仑区

在港口工业遗址举办摇滚音乐会，构

建起“城市即剧场、生活即艺术”的新

场景。“今年夏天，我们还将推出‘运

河夜宴’系列活动，让群众在游船品茗

间欣赏古筝演奏。”省文旅厅公共服务

处负责人透露。

在浙江乡村，文化菜单正在成为

振兴“催化剂”。丽水松阳县点选的

“茶乡民谣音乐会”，吸引游客同比增

长 40%，带动茶叶销售额提升 25%；衢

州柯城区的“南孔礼仪课堂”，不仅普

及传统文化，更促成 3 家研学机构落

地。“文化不是孤岛，它必须与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形成共振。”陈广胜强

调，未来将重点推动菜单与乡村旅

游、非遗工坊等产业联动，让文化成

为“共富路上的精神纽带”。

菜单背后的“文化富矿”整合

在“浙里文化圈”平台点开这份特

殊的“菜单”，仿若打开一本立体的浙江

文化图鉴。既有《兰亭序》主题古琴雅

集、越剧《梁祝》经典选段等传统文化精

髓，也包含实验话剧《浪潮》、现代舞团

《数字江南》等先锋艺术形态；既可见杭

州运河畔的室内音乐会，也能寻到丽水

古村中的民间灯舞表演。据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菜单从全

省报送的 1200 余个文化项目中精选而

出，70%源自基层文艺爱好者创意，形成

“省市县乡四级联动、传统现代多元融

合”的供给矩阵。

“以往公共文化服务常面临‘有什

么送什么’的被动局面，现在通过菜单

式供给，群众‘想吃什么’成为资源配

置的核心导向。”该负责人表示，平台

上线仅一周，点击量突破 50 万次，“越

剧名段《祥林嫂》”“宋韵点茶体验课”

等项目成为热门“菜品”，折射出群众

文化需求的多元化趋势。

作为菜单的“点单中枢”，“文化服

务菜单”实现了三大功能突破。首先是

需求可视化。用户可通过“心愿单”模

块提交想看的演出类型、期望时间，系

统自动生成区域文化需求热力图；其

次是资源地图化。整合全省剧场、非

遗馆、文化驿站等场地资源，配套交通

导航、座位预约等服务；最后则是评价

闭环化。设置“满意度打分→建议反

馈→服务改进”通道，推动文化服务持

续迭代。

当阿卡贝拉遇见“歌城”文化

初夏的嘉兴南湖，蝉鸣与琴音交

织。绍兴聚·人声乐团的无伴奏人声演

出，以《夜空中最亮的星》的空灵和声拉

开序幕。这场演出不仅是听觉盛宴，更

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文化对话——乐团

特别改编了江南民谣《外婆桥》，用阿卡

贝拉的现代编曲重新诠释水乡韵味，

引发台下中老年观众轻声和唱。

“选择绍兴团队，正是看中其在传

统与现代融合上的探索。”嘉兴市南湖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解释，南湖作

为“歌城”文化品牌发源地，拥有 20 余

支本土合唱团队，但长期面临“走出去

难、请进来贵”的瓶颈。此次通过菜单

点选省内优质团队，以政府购买服务

形式降低成本，既让本土团队近距离

学习专业技法，又为群众送上高性价

比的文化大餐。

南湖的点单逻辑中，深埋着对地

域文化脉络的考量。南湖区环城河畔

的通越门、望吴门遗迹，见证着吴越文

化在此交融的千年历史。“绍兴属越文

化核心区，嘉兴处吴越交界带，两地艺

术交流本就有天然基因。”当地文化学

者指出，此次演出不仅是艺术合作，更

是对“吴越文化同源”的当代呼应——

乐团演出间隙，与南湖阿卡贝拉爱好

者开展的“方言民谣创编工作坊”，就

诞生了《嘉禾水韵》等融合两地方言的

新作品。

根据协议，嘉绍两地将建立“三个

一”机制：每年互选 10 个演出项目、共

建 1 个创作基地、开展 1 次联合采风。

“我们计划明年推出‘运河和声’主题

巡演，让嘉兴的评弹与绍兴的莲花落

同台亮相。”南湖区文化馆馆长透露，

这种“点单—履约—长效合作”模式，

正在打破公共文化服务“一次性供给”

的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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