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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化馆馆长、党总支书记 阮 静

四维驱动、转型升级,以文艺赋美推进全民艺术普及

文化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劲动

力。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及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中，艺术教

育正成为一种扎根中国大地、推动社会

创新的“有为之学”。

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

事业的繁荣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消费势能，

文化研究、看展览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自信的直

观显示和重要输出途径。为此，中国美

院围绕文艺研究和展览展示两大需求，

积极打造平台载体。

一、合作共创：文艺研究与节展平台

打造

建立联合开展浙江文化史、浙江美

术史的研究、传承、创作、传播和创新的

全链条研创体系；共同推进美丽中国研

究院的建设，打造“艺术智库、公共美学、

社会创新”三位一体的研究服务创新平

台。利用各自资源，共同培育和创新文

教商旅综合工程；建设遍布浙江的“乡土

学院”网络，推进艺术赋能乡村。全面推

进中国美院美术馆、中国国际设计博物

馆、民艺博物馆、潘天寿纪念馆四馆协同

的国家重点美术馆建设，发挥“馆”“藏”

“展”“研”的系统优势，成为传播审美文

化的开放课堂。

打造展览展出平台。进一步优化杭

州中国画双年展、国际纤维艺术三年展、

国际跨媒体艺术节、西湖国际纪录片大

会、国际陶艺双年展、国际汉字双年展等

众多国际节展平台，形成贯穿全年的“艺

术四季歌”，构建世界级文艺节展平台。

推出“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唐诗之路”

年度大展，建设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毕

业季）、赵无极百年回顾展、杭州中国画

双年展、杭州国际纤维艺术三年展等重

大学术展览平台。其中，国美毕业季的

展示已经成为浙江、全国乃至世界艺术

展示中具有超强影响力的品牌，在 2024
年的毕业季，之江青艺周在八个场馆共

同绽放，4.5 万平方米，2868 位毕业生，

3000余件作品，40余万人次线下参观，全

网阅读量超 8.33 亿，这是一场全民社会

美育文化大课堂。

二、美育共享：助推社会文化艺术

普及

“文艺赋美”工程从 2022 年 9 月起在

全省推开以来，其理念和初心与中国美

术学院源远流长的社会美育理想不谋而

合、高度一致。中国美术学院积极参与，

构建“以美扶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的帮扶模式，联合市地建设美育示范区，

搭建“名师名家进百姓百家”“城乡文艺

讲习所”“美美讲堂”线上线下公益美育

平台，推出《大家小书》《时代画卷》《画说

初心》系列美育教材，形成贯通人生全过

程的艺术教育。持续十余年实施“千村

千生”基层服务计划，广泛开展“艺公益”

志愿服务活动，“乡村艺课”云上美育覆

盖全国 800 余个乡村学校，惠及 100 多万

乡村儿童，用艺术点亮生活。

2023 年，中国美术学院成立社会美

育学院，在面向人人的美育过程中，积极

拓展，开展“国美夜校”“成人少年宫”等

美育项目。通过艺术的实践，激发审美、

启迪生命，在创造性的活动中享受日常

生活之美。学院成立一年多来，线上、线

下参与学院组织的各类培训、研学、展

览、比赛的人数已达500多万。

三、文化共生：打造馆校合作模式推

进文艺赋能

浙江地理特色多样、文化生态多元，

特别是自然、人文景观丰富多彩，是文艺

赋美的重要内涵。2024 年，中国美术学

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与浙江省文化馆

开展文化共建活动，以“‘山、海、江’地方

文化基因激活”为线索挖掘地方文化资

源，以浙江省内七个基层文化馆为平台，

开展文艺赋美内容拓展。

7 至 8 月，组织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

理与教育学院专业团队进入各地的文化

现场，深入挖掘在地文化资源，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在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普及传

播，将艺术教育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浙江

省各地文化馆的丰富资源相结合，通过

鲜活生动的艺术语言讲好文化故事，促

进地方文化基因激活，创造出更多具有

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美育成果，被中

国美术学院推荐为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展示项目。

下一步，中国美院将以构建城乡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目标，通过引入青年

学生主力、全省公共文化平台为载体、多

平台互联共创等方式，探索新的美育实

践和创新成果，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和

审美能力，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馆

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使命。

近年来，浙江省文化馆在顶层设计

上做文章，在机制创新上求突破，在资源

共享上下功夫，带领全省 101 家文化馆，

以深化文艺赋美，促进全民艺术普及为

主抓手，不断发挥在公共文化服务现代

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为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浙江省文广旅将推进深化“文艺赋美”工

程和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两项改革举

措。这两项工作既是厅里的重要工作之

一，更是我们文化馆当前及未来几年的

核心任务、重中之重。面对新的挑战与

机遇，我们要有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

野、更深的思考。具体来说，我们会从以

下方面努力：

一是完善联动机制。制定全省文化

馆联动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职责

分工和合作方式。建立定期会议、信息

共享、联合活动等工作机制，确保联动工

作有序开展，实现更加精准的服务供给。

二是扩大服务覆盖。充分利用文化

馆的优势，通过联合举办展览、演出、讲

座等活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通过

建立更多的文化服务点，将优质的文化

资源和服务延伸到乡村和偏远地区，确

保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普及化。

三是加强跨界合作。我们将加强与

兄弟单位的交流，探索与不同行业的合

作机会，打造更多具有创新性和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打造多元化的文化服务模

式，利用多种渠道和平台，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公众对我们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我们将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要求，

特别是陈厅的讲话精神，借鉴各家单位

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加强和创新文化服

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带领全省

文化馆全力以赴推进深化“文艺赋美”工

程和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

我们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一定能够关注热点，搞清楚群众“爱什

么”；抓住重点，搞清楚群众“盼什么”；

聚焦难点，搞清楚我们“做什么”，为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创浙江公共

文化服务事业新篇章，贡献文化馆人的

力量。

纵横协同促改革，破圈融合塑活力

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 胡海荣

“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公共文化现代治理新路径，其内

核是一体化的交流合作机制。浙江图书

馆作为全省公共图书馆的龙头引领，在

落实“大公共文化”理念、构建“共同体”

建设中，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近

年来，我们致力于携手全省公共图书馆，

破除行业壁垒、链接多元主体，优化存

量，做大增量，初步彰显出公共文化共同

体效应。

一、推进纵向联动，实现省域公共图

书馆发展一体化。统筹推进全省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体系顶层设计与规划发展，

打造普遍、均等、多元的五级服务网络，

实现城市 15 分钟、乡村 30 分钟阅读圈。

以读者需求为导向，让馆藏资源突破地

域限制，实现省域内公共图书馆信用借

阅服务全覆盖，通过网上下单、快递到

家，真正做到服务到“家”。目前已有近

448 万读者注册使用，信阅平台总访问量

累计超 8400 万次，服务覆盖除港澳台以

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整合全

省图书馆文献资源。打造“浙江省文献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整合县级以上

公共图书馆 1127 万条书目数据，形成联

合目录，实现一站式检索；打通30个外购

数据库供全省读者免费使用。

二、加强横向协同，聚拢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公共文化治理，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多措并举探索多元社会主体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路径。一是充分

发挥理事会作用。不断完善以浙江图书

馆理事会为决策监督层的治理体系，吸

纳关心支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各界

人士加入，强化决策管理和监督保障的

科学化、规范化，增强图书馆治理能力和

服务效能。二是创新社会合作项目。今

年，我们联合蚂蚁集团志愿团队，组织开

展文澜阁“书阁一体”展陈项目，利用数

字李生技术，有机融合文物、文献、古建、

非遗等元素，重构古人读书、抄书、校书

等经典场景。同时，也将与省博物馆合

作，尝试开展线下“书阁合一”展览。为

读者重现千古巨制，再现”书阁合一”胜

景，打造浙传典籍文化基因激活和文旅

融合新样态。

三、实现破圈融合，不断丰富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模式。一是打造破圈公共文

化产品。充分发挥之江馆区空间优势，

主动“破圈”“出圈”。今年以来，先后与

中国美术学院、省博物馆、径山禅寺、上

海图书馆等主体，合作举办中国美院跨

媒体艺术学院 2024 毕业展、浙江大藏经

文化展、青少年创意设计展等活动，吸引

全省各地市民团体打卡，实现之江馆开

放以来单日读者接待量连续破万，丰富

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二是塑造行

业战略合作范例。持续推进长三角地区

图书馆战略合作事业，加强在信用服务

联盟、有声阅读联盟、阅读推广联动等方

面的战略合作。

今年，浙图还与京津冀鲁豫皖苏等 7
家大运河沿线省级图书馆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就专题文献建设、馆际交流及馆员

培训开展合作，携手举办“大运河文化阅

读行”活动，发挥我馆在八省文旅共融互

通、城市文化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

文艺赋美、美育添智，共同助力浙江全民艺术普及和公共文化共同体构建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副院长 李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