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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文件 

 

 

长文旅〔2021〕15 号                   签发人：方  雷 

 
对长宁区人大第十六届六次会议 

第 069号建议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施健代表： 

你在区人大第十六届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增强城区

文化软实力，创造城区文化新生态，树立具有国内影响力的

文化服务体系建议》我局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将意见答

复如下： 

长宁历来高度重视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近年来长宁区

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以更好满足长

宁百姓对普惠、共享、优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需要为目

标，制定了长宁区公共文化“优质+均衡”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着力构建“以人为本，优质均衡发展”的现代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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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在为全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路径、

累积经验、提供示范上贡献了长宁的智慧，着力提升城区软

实力。 

一、深挖人文底蕴，讲好新时代长宁故事 

一是多方汲取灵感，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创作。“十三五”

以来，长宁区共有 39 个作品在“上海之春”群文新人新作

展评展演中获奖。2020 年，新冠疫情来袭，长宁区广大公共

文化工作者立刻投身到文化抗疫行动中，共创作摄影、美术、

书法等作品 1000多件，原创诗歌、歌曲等作品近 50 件。长

宁文化艺术中心根据大年夜远赴武汉抗疫一线的长宁医务

工作者的故事创作的原创歌曲《逆行中的你》，长宁沪剧团

创作的沪剧小演唱《有风的日子》，表现了长宁白衣战士们

“舍小家，顾大局”的奉献精神。同时今年区文旅局还将以

中共中央局机关旧址中的历史人物为原型，创排广播剧《守

望的前夜》，讲好长宁红色故事，宣传长宁典型任务和事迹，

在创排过程中区文旅局也充分参考地方志、档案馆、党史办

等文史资料，吸纳各方意见，不断提升作品水准。二是汇聚

优势资源，办好重大文化节庆。2021 年正值党建 100 周年，

围绕“建党百年”这条主线，牢牢把握“党的盛典、人民的

节日”这一定位，区文旅局广泛搜集相关素材，，编制《百

年印记• 长宁悦读地图》，立体式地向广大市民呈现了长宁

区丰富的红色资源与城市新貌，生动地展现了长宁的海派文

化底蕴。近日，“回眸百年路 奋进新时代”2021 年长宁区

读书节、“百年百琴”等庆祝党建百年的主题活动也将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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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集聚全区优势资源，共同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二、拓展文化阵地，打造“十分钟文化服务圈” 

一是探索创新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建设。利用现有公

共设施，通过多点位、共建共享、创新性点位等方式，建设

一批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

身等功能于一体、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平米的居民区综合文

化活动空间。二是打造公共文化“微空间”。以网格式打造

多片区共享的 3.5 级“市民中心”。盘活闲置民防用地、废

旧停车场等资源，建设多个居民区共享的大型综合市民中

心。以微更新盘活社区公共空间“边角料”。通过城市更新、

精品小区建设等，使“旧小区传达室”变身“社区公共客厅”、

老弄堂成立“弄堂议事会”、楼宇墙面升级为“艺术彩绘文

化墙”等。三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大网络”。积极推进长

宁文化大厦、虹桥草坪音乐产业园等标志性文化设施建设，

将青年中心、少年宫、工人文化宫等公共设施纳入大文化体

系。结合城市更新推动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

区的保护性利用，促进更多名人故居、革命历史遗址、工业

遗址等对外开放，打造具有独特气质和魅力的综合空间。 

三、创新宣传模式，数字化推动文旅融合 

一是依托“建筑可阅读”，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和宣传。

区文旅局以设置二维码导览铭牌为契机，结合每年“5.18国

际博物馆日”“5.19 中国旅游日”“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等节点，推出迎接黎明、博物馆之声等 10条文旅精品线路，

线路主题涉及红色、博物馆、艺术、风貌保护区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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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长宁文旅护照》，撬动区内春秋航空、分众传媒等重

点企业投入资金超过 500 万元，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近”

“走进”建筑。二是依托互联网技术，积极助推优秀文化传

播推广。发挥“长宁文旅”微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的宣传

推广。开发上线“长宁文化云”网站及手机 app，集合文旅

活动预定、在线资源库、文化志愿者、数字场馆、缤纷长三

角等功能，在线直播、电子相册、云端互动等在线服务收到

广泛关注。推出长宁原创直播类互动节目“长桌派”，9 期

节目累计吸引观众 453万。三是依托合作联动，统筹优化区

内丰富文旅资源。加强与各部门、各街镇的沟通协作，鼓励

各社区、各场馆以文化墙等集中展示的形式（如：愚园路名

人墙、凝聚力博物馆等）对历史名人、传统文化、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进行图文推介和集中展示，着力将更多的文化

故事和正能量呈现在市民面前。打造居民区“文化睦邻点”，

将文艺演出、文化导赏、市民修身等活动送到百姓家门口，

332 个文化睦邻点，成为长宁乃至上海文化新景观。 

四、凝聚多方力量，共营城区文旅新生态 

一是规划引领发展，持续拓展长宁文旅发展格局。长宁

区文旅局于 2020 年 4 月中旬启动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十

四五”规划工作。区文旅局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

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制定《区

文旅局“十四五”规划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时间节点

和规划要求。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多次联系沟

通，并委托社科院文学所作为此次“十四五”专家力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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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专项规划提供专业支撑。编制规划期间，本着“资源整

合，开门做规划”的原则，区文旅局邀请区内文化界别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市级文化单位同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他

们对于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在也在“上海长宁文旅”微

信公众号上广泛征求市民对于长宁文旅未来发展的想法。二

是加强扶持引导，助力文旅产业健康发展。通过政策引导、

要素聚集以及模式创新，不断集聚重点企业，提升文化创意

产业能级，扶持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星空传媒、樊登读书

会等文化艺术类品牌项目和企业，促进区域性文化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建立由政府牵线、政策保障、商家主导、社会组

织运营模式，逐步形成高岛屋雅乐共赏、金虹桥戏剧天地、

南丰城亲子趣玩等特色主题鲜明的文化消费空间，鼓励、引

导、开展各项艺术商圈系列活动近 1600 场。三是强化制度

保障，构建公共文化制度参与机制。通过广泛甄选、民主推

荐等方式，构建起有序与开放相结合的公共文化制度参与机

制，充分动员、引导、激励、扶持民众参与文化建设。成立

长宁区文化馆联合总馆、长宁区公共图书馆理事会，为更多

公众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搭建了平台、畅通了

渠道。理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代表、文化场馆职工代表、社

会各界代表组成，其中社会各界代表占多数，充分调动“文

化能人”参与文化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公共文化由“系

统内小循环”变为“社会化大循环”。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长宁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提高城区文化软实力，不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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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城区文化魅力的重要一年。代表提出的关于增强城区文化

软实力，创造城区文化新生态，树立具有国内影响力的文化

服务体系建议对于长宁区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有着相

当高的参考价值。区文旅局将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

根本遵循，积极采纳代表的相关建议，围绕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化转型、“文化旅游+”多元产业

发展这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深化文化和旅游方面：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

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彰显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十四五”

期间，我们将探索成立虹桥海派文化联盟，吸收各方社会力

量参与长宁文化建设，用好区内市、区文化单位、专业院团、

文化旅游单位、宾旅馆等资源，形成信息交互、资源共享的

平台。探索公共文化机构与旅游服务中心深度合作路径比如

在老洋房内开辟旅游咨询点，阅空间，舞空间等内容，优化

“艺游长宁”微旅行线路，提升城区文旅吸引力。 

二是聚焦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化转型：围绕李强书记近期

提出“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的要求，

“十四五”期间，优化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一站式”采购

平台功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量化评估系统在区级、社

区级公共文化场馆全覆盖，深化“长宁文化云”平台建设，

营造“公共文化无处不在”的氛围。 

三是聚焦“文化旅游+”多元产业发展：推动文化旅游

与科技、金融、贸易、教育、体育等融合发展，通过支持“爱

奇艺”“百视通”“春秋”“携程”等业内龙头企业，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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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听、在线新文娱、艺术品交易在长宁集聚，扩大长宁

新演艺空间布局，提升演艺服务能级，探索驻场演出模式。 

    “十四五”期间，区文旅局将以建设文化强区为目标，

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

际精品城区而不断奋斗。 
 

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 4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姓名：刘晓璐               联系电话：22051252 

联系地址：长宁路 599 号 1214室    邮政编码：200050 

 

 

 

 

 

 

 

 

 

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