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赋美文艺赋美 2024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刘 青 / 美编：张丽霞
2024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刘 青 / 美编：张丽霞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4

建设美丽浙江，文广旅系统要跨前一步

陈广胜：以文艺赋美促艺术普及
探索“美美与共”的公共文化共同体

▲陈广胜

文艺赋美 2.0 的实质，是将“赋美”

泛在化，以更宽视野创新全民艺术普

及的实现形式、活动载体和运营空间，

形成文艺组织新生态，通过艺术普及

充分体现以文化人、以艺载道，实现

“共富”与“共美”相协调。省厅制定的

《实施意见》明确了到 2027 年工作目

标，要求形成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标

志性成果。

街头演艺是城市文化的组成部

分，能丰富大众精神生活。从杭州西

湖景区到衢州水亭门、临海台州府城，

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融传统与现代元

素的街头表演，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

客，有效提升了城市文化品味和艺术

气质，但此项工作还要迭代完善。要

继续整合地域特色品牌和文化旅游资

源，通过定点与流动、定期与机动相结

合，推进街头演艺提质扩面，着力打造

200个以上精品点位。

同时，今年以来，省文化馆“全民

艺术学堂”火爆出圈，已8次登上央视，

让大家看到群众对文化艺术的热情，

也从需求侧对供给侧发出了强烈信

号。哪里对文艺有呼声，文艺赋美的

战线就应延伸到哪里，这是公共文化

服务链拓展的天条。要加强顶层设

计，着力优化课程体系，加快整合优秀

教学资源。艺术培训对人是一种赋

能，相当于“授人以渔”，通过赋能而赋

美。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艺术培

训，统筹布局培训空间，善于调动文艺

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公益性培训的积

极性。要基于公共文化机构设施资源

的盘活，加快构建“艺术自习室”网

络。要依托“浙里文化圈”平台，加强

线上线下联动，不断拓展内容多样、精

准便捷的艺术培训矩阵。

乡村文艺品牌是乡村文化建设的

重要成果，像“村晚”就发源于我省丽

水庆元，是浙江人民的智慧结晶。文

艺赋美工程当初在丽水落地，就将“村

晚”作为向广大乡村延 伸 的 重 要 抓

手。这也引出一个思考，如何更好统

筹 省 市 县 优 质 文 化 资 源 下 沉 的 问

题。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持续擦

亮“钱江浪花”这一金名片，通过优化

组织管理和调度机制，大力推进文艺

下乡。要充分发挥群众文艺团队作

用，注重培育具有地方特色、老百姓喜

闻乐见并广泛参与的乡村文艺，促进

“村晚”“村歌”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健康

发展。

最后，以文艺赋美促艺术普及，关

键在人，关键靠人。文化馆工作者是

深化文艺赋美工程的重要力量。当

下，亟需思考如何做一些能够留下价

值的事情，而不是完全化作沉没成本、

价值几乎为零的工作。同时，还要一

手抓群众性文艺团队，一手抓志愿者

队伍。对前者要提升存量、拓展增量，

统筹推进“三团三社”建设，大力扶持一

批合唱团、舞蹈团、室内乐团等优秀群

众性文艺团队；对后者要进一步扩容、

激活，尤其要广泛调动大学生、年轻人

的青春活力，使文艺赋美不仅是一场场

具体活动，更成为一种价值观，化作越

来越多人身体力行的实践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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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书记、厅长陈广胜在浙江升华文艺赋

美工程暨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主体活动

上的讲话（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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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省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文艺赋

美工程 促进全民艺术普及的实施意见》

和《关于推进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指

导意见》。我们在之江文化中心举行主

题活动，目的就是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按照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和全面深化文化

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将两项“微改

革”工作抓得更扎实。

2014年5月也就是10年前，省委出台

了《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

定》。美丽浙江建设深入人心，涵盖了城

乡区域空间布局、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综

合治理、优化人居环境、弘扬人文精神等

方方面面。我省既要注重物质层面的财

富积累、环境美化，还应高度关注精神层

面的心灵充裕，这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然选择。

2022 年 9 月，我省启动实施文艺赋美

工程，至今刚好 2 周年。“赋美”两字是我

搭配的，与“赋能”相对应。

首先，文艺赋美是由小切口形成大撬

动的强杠杆。这项工作的切口很小，一开

始更多依靠像浙江音乐学院、艺术职业学

院、旅游职业学院等高校学生，试水时疫

情还没完全过去，但省厅经过评估，于

2022年国庆前先在杭州试点，趁秋风送爽

之时果断推出来了。在很短时间内，文艺

赋美的“星火”迅速成燎原之势。2023年，

全省组织艺演 35 万场，参演志愿者达 6.5
万人，实现了由“盆景”向“风景”的跃升，

有效拉近了艺术与大众的距离。

其次，全民艺术普及是文艺赋美持续

展开的绚丽画卷。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是

实现人民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

我看来，人除了智商、情商外，还有美商，即

感知美、鉴赏美的能力。推进全民艺术普

及，就好比提升全社会的美商。文艺赋美

从起步时的星星点灯，到目前虽已全面铺

开，但主要方式仍以街头艺演为主。如何

抓好文艺赋美2.0，在宗旨把握上需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紧贴社会公众的需求。

第三，公共文化共同体是推动精神共

富的新模式新载体。所谓公共文化，是为

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形成的文化形态，目

的是让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

人创造文化。这么多“人人”，本身就意味

着开放共享。对各类公共文化机构、设

施，在坚持专业分工的同时，不应过于条

块分割，而完全可按照平台思维，构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换句话说，

既可以是同类的省市县乡村多级联动的

文共体，也可以是跨界的多功能集成的文

共体，总之是“美美与共”，是一种推动精

神共富的模式创新、组织创新，能更大程

度集约利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形成“1+
1大于2”的效应。

公共文化共同体是浙江的原创。文

共体的生命力来自实践、来自需求，但要

行稳致远，就亟须系统性部署，让各文化

空间“各美其美”，又通过创新实现“美美

与共”，让由我省原创的此项实践更好开

花结果，成为浙江争创公共文化服务现

代化先行省的重要改革标识。

省厅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梳理

了文共体的基本类型。

一是总分馆制型。以图书馆、文化

馆总分馆制为例，指通过业务条线的上

下贯通，构建人、财、物一体化管理的总

分馆运行模式，通过拓展服务范围、提升

服务内容，实现优质资源下沉，为社会提

供更均衡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尤其嘉

兴市自 2016 年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

分馆为核心，成功创建了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但这项工作仍有广阔

的探索空间，下一步亟需深化完善。

二是嵌入融合型。以博物馆嵌入图

书借阅专区为例，指在公共文化场馆跨

界延伸服务功能，嵌入多样化公共文化

服务内容；或者在非公共文化场馆融入

公共文化设施设备、服务模块，有效延伸

公共文化服务触角。公共文化空间既有

专业化分工，又可以承载多功能需求。

跨界融合的实质，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

给融合，其底层支撑源于多领域、多机

构、多平台协同下的资源融合。为此，要

加强公共文化单位尤其是省属单位之间

的联动，彼此开放空间设施进行功能模

块互嵌，先行培育一批典型案例。对各

单位的闲置空间资源，更要以开放的心

态与措施充分盘活利用。

三是服务联盟型。以全民艺术普及

共建联盟为例，指各类文化机构、组织通

过成立联盟形成合作机制，推动资源优

化配置、服务模式创新，实现功能融合、

业务协动、优势互补，从而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品质。当今是一个常常面临重新洗

牌、重修规则的时代，我们打造文共体，

要勇于也善于跳出固有的“文化圈”，在

更大的天地重构田园。

以图书借阅一卡通为例，指通过数

字技术赋能，跨区域、跨领域整合线上线

下资源，依托智慧应用系统开展一站式、

一体化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上述

类型各有特点，相互平行又互为补充，希

望各地积极探索，不断涌现新的创造。

需要指出，线上“菜单”是否丰富、精

美，取决于顶层的整合力和操盘者的执

行力。全省文化馆要成为真正意义的共

同体，就有必要建构一体化“菜单”，不仅

有品名，还有价格，这才能让大家点单。

因为共建共享，就可用“统采分签”的思

路，按不同空间距离的服务半径商定优

惠价。总之，要大力加强系统梳理、综合

汇聚，让能点的“菜”多多益善，形成特色

化、品牌化、便捷化的全省群文供应链，

并真正面向基层、乡村下沉服务，探索具

有浙江辨识度和全国先行性的“文化点

单”新模式。

四是智慧共享型。在新时代打造文

共体，亟须广泛运用数字化技术，以智慧

应用支撑智慧服务，让公共文化 24 小时

不打烊。要以“浙里文化圈”为依托，持

续梳理优质数字资源，拓展线上服务渠

道，加强智慧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等建

设，集成多模块、一站式智慧文化服务，

为文共体建设提供强大的数据与应用支

撑。随着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尤其是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

产生活方式被深刻改变，也必然要求公

共文化服务与之紧紧拥抱。比如浙江图

书馆和蚂蚁集团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

策划推进《四库全书》与文澜阁“书阁一

体”虚拟空间展示项目，将文献、文物、古

建、非遗等元素有机融合，就是很好的例

子。智慧应用的着眼点在“智慧”，落脚

点在“应用”，必须始终以用户为中心。

要鼓励借助AI、AR等数智技术提升用户

体验，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扩大传播

范围，积极打造公共文化沉浸式服务新

场景，更好展现浙江公共文化尤其是文

共体建设的智慧与精彩。

以文艺赋美催生全民艺术普及的万千气象

美丽浙江建设正迈向彰显精神共富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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