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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政协第十五届二次会议第023号提案的

办理意见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民革长宁区委：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整合区域社企校资源联合打造‘15

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研学文化空间的建议”的提案收悉，

经研究，现将主办意见答复如下：

近年来，长宁区以巩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手，

不断提升社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丰富社区文化内容供给，

加强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了“十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更

好地满足市民对于家门文化服务的需求。

一是不断加强社区文化服务阵地建设。长宁区现有 10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83 个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长宁

区作为中心城区，克服硬件条件不足的不利条件，通过内部

挖潜、多点位共享等方式，加强“家门口文化客厅”建设。

同时按照长宁打造国际精品城区的要求，开展了“家门口好

去处”评选工作，引导更多社会资源免费向社区居民开放，

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需求。

二是不断加强社区文化内容供给。长宁区是全市最早开

展公共文化配送的城区，并且 2013 年起率先在全市开展公

共文化配送产品征集。近十年来，参与供给的主体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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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有来自 470 家社会主体的 1500 余个公共文化产品纳

入供给菜单。除比较受社区欢迎的综合性文化演出外，其中

不乏有针对青少年的手工 DIY、阅读推广、非遗手作、戏曲

推广产品，针对亲子家庭的小型音乐会、课本剧、儿童剧等，

能够更好地满足各年龄段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不断加强社区文化品牌建设。近年来，长宁区各街

道（镇）已经形成了“一街一品，一居一特”的文化品牌。

如江苏街道以愚园路为特色打造文化与旅游融合的休闲街

区，新华路以“五名”工程为特色开展老洋房巡游，天山街

道“文化大篷车”品牌已经开展了十多年，虹桥街道以“融

情古北”为开展具有国际化特点的文化活动，北新泾街道近

年来围绕“苏河源”开展阅读推广等活动。各街道（镇）通

过开展各类文化演出、展览、阅读推广等活动，形成了一定

的品牌效应。

接下来，区文旅局将联合地区办、教育局等进一步指导

各街道（镇）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社区创新公共文化空

间、文化研学等方面的建设，进一步满足市民多元化需求。

一是打造一批社区文化生活圈学习点位。遴选、挖掘区

域内已有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点位，根据学习点培育标准

对已有点位进行筛选、打造，最终建设一批嵌入式社区美好

生活圈学习点位，使学习点成为社区教育办学网络的有效补

充和延伸。通过推进合作共建、给予资金支持、组建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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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开展课程建设、丰富学习活动、加强质量评估等形式，

形成嵌入式社区美好生活圈学习点的建设标准。通过标准化

建设，提升区域内的嵌入式学习点建设质量，更好地发挥教

育服务功能。科学设计和调整教育服务内容，拓展包含参观、

讲座、课程在内的主题巡演、非遗传承、数字化教育、手工

体验等特色学习形式，促进全过程、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

激发居民参与终身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提升社区学习者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是指导各街道（镇）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以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复核验收

为抓手，着力推进长宁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以街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评估为契机，深化“10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建

设，指导天山、程桥、仙霞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新建或升级，

进一步提升区、街镇、居民区三级文化设施服务能级，推动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功能提升，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家

门口的文化客厅”。

三是搭建资源平台，进一步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内容内涵。

继续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纳入 2023 年“区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持续开展“万千百”文化惠民工程，落实“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开展“社会大美育课堂”。继续办好上

海市民文化节长宁区活动和市民夜校长宁分校，通过总分馆

体系把更多文化项目延伸至商圈、楼宇、公园、绿地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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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公共空间，加强与各类社会主体的共建共享，将空间

与资源有效整合。探索成立“虹桥文旅荟”，集合市、区文

化机构、专业院团等资源，构建文旅全产业链交流共享平台。

最后，再次感谢贵单位对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关心和支

持，希望贵单位能一如既往支持我们的工作。

联系人姓名 ：魏佳妮 联系电话：22051171

联系地址：长宁路 599 号 1117 室 邮政编码：200050

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3 年 4月 23 日

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