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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政协第十五届三次会议第 072 号提案的办理意见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金国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群众文艺活动全面深入‘15 分钟社

区美好生活圈’的建议”已收悉，我局领导高度重视，牵头

相关科室、单位、部分街镇认真研究，现将有关办理情况反

馈如下：

近年来，长宁区以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新发展为抓手，不断丰富文化内容供给，深入推进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在全市率先建成“十分钟公共文化服

务圈”，更好地满足社区群众对文化服务的需求。

一、以繁荣社区文化为抓手，强化文化志愿服务体系

积极鼓励支持社区文化“达人”“能人”组建团队或参

与志愿服务，构建“1+10+N”文化志愿服务长效管理机制，

以区文化馆、图书馆为总枢纽，街镇分馆、社区为基层服务

节点，招募党员志愿者和离退休人员、社会热心人士、在校

学生等 3000 余名文旅志愿者，通过党建引领、文化共建，

着力推动公共文化场馆与其他条块阵地服务功能的融合。创

新打造品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送欢乐艺术团”“青梦园”

“乐享艺术”“图丁”“红色印迹”等特色志愿服务团队，推

出“长艺˙日夜伙伴”“新华˙三十日·我志愿”“江苏˙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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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公益一小时”“虹桥˙融服务”等服务品牌，构筑具有长

宁特色的文旅志愿服务网络。其中，江苏路街道愚园路“红

色印记”宣讲团团长霍白荣获 2021 年全国“最美志愿者”

称号。同时，积极推荐文旅志愿者中的优秀代表参与地区办

举办的“社区治理达人”评选，助力基层自治工作。

二、完善公共阅读服务网络，营造书香长宁文化氛围

区图书馆依托总分馆体系，围绕“世界客厅”“阅读上

海”“一江一河”“阿拉长宁”四大板块，深入开展长宁区读

书节、上海译家谈、海上女作家、海浪花讲坛、书文戏理·艺

术对谈、少儿暑期读书月等全民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将阅读

融入城市微旅行，推出“苏州河畔的城市记忆”“微行十年·阅

见美好”城市文化微旅行十周年特别活动，持续打造以“漫

步街区”为特色的主题式、全景式、体验式阅读推广品牌。

依托樊登读书会、红蔓朗读会、中版书房读书会、长耳兔阅

读俱乐部、长图剧社等阅读品牌活动，联手中国出版集团东

方出版中心、世纪出版集团少儿出版社、故事会杂志社、樊

登读书等专业机构，探索社会力量探索阅读推广运营新模

式。通过总分馆制建设加强对基层图书馆指导，北新泾街道

“伏枥读书会”“校园图书漂流”、华阳路街道“静阅·雅读”、

天山路街道“知识服务大篷车”等阅读推广项目各具特色，

构建并丰富“一街一品”阅读服务体系。两年来，全区举办

各类线上线下阅读活动 500 余场，“书香长宁”的氛围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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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

三、以社会参与为补充，激发社区文化服务新动能

与区文联合作聘请区域内文化名人、专业院团演员等作

为文艺指导员，每年为 10 个街镇文艺团队配送超过 1800 课

时，实现区域全覆盖。通过市民文化节、长宁区文化旅游购

物节等重大活动平台，举办近千场次的文艺演出、展览展示

活动，并对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群文团队、原创文艺作品进

行表彰鼓励，目前全区共有各级群文团队 1200 余支，涵盖

音乐、舞蹈、曲艺、摄影等各门类，活跃在基层社区，使广

大市民就近就能参与文化活动。通过“党建引领，政府搭台，

政策扶持”的模式，邀约优秀社会主体参与文化惠民工作，

将其特色文化产品纳入文化配送菜单，推荐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非遗在社区”“戏曲进校园”以及各类节庆活动。发挥

长宁区公共文化服务联盟的资源集聚优势，发布艺术大师公

开课、老洋房巡游、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等 80 个文化惠

民项目。

四、挖掘区域特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品牌高地

联手教育部门和各街镇，每年开展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

美育项目，提升青少年群体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如

在愚一小学开展的“小学讲解员”活动，由区图书馆辅导，

让学生通过自主挖掘整理讲解长宁红色故事，寓教于乐加强

价值观教育。整合市、区文联资源开展专业版画艺术家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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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小手印”少儿版画公教活动、“生肖绘画到社区”等美

育项目。联合区域内 4 所专业院团学校优质资源，定期推出

不同主题和舞种的定制式活动，如“虹彩杯”少儿舞蹈展演、

少数民族风情舞蹈展演、市民舞蹈培训、长宁舞蹈艺术欣赏

季、“午间艺小时”等特色活动，营造浓厚的区域舞蹈艺术

氛围。在长宁的 14 所中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工作，开

展“非遗小达人”评选，新泾中学获评市级“非遗在校园”

优秀示范学校。

五、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提升市民体验度和获得感

按照市、区两级“十五分钟生活圈”工作要求，不断健

全区、街镇、居民区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完善服务管理

体制机制，着力设施更新、内容拓展、时长优化、服务提效，

更好满足群文活动需求。因地制宜建设好“家门口的好去

处”，发挥好青年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场所功能，结合城市

更新 ，积极 打造 更多的 文化新 空间 ，已建 立长宁

“2+10+189+N”公共文化阵地网络（2 个区级场馆、10 个街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89 个居民区文化活动室，N 个社会

服务点位），构建节点充分、形态丰富的“十分钟公共文化

服务圈”。根据每年市民文化需求调研结果，优化公共文化

供给产品，并将文化活动扩展配送到商圈、楼宇、学校、部

队、医院等，覆盖老年人、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等各类人

群。积极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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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以公共文化场馆云展览、云直播、云体验等数字服

务为基础，健全数字文化服务矩阵，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

让社区居民更便捷地获取文化资源和服务，开展线上线下公

共文化活动年均超过 2 万场次。

下一步，长宁区文旅局将携手各部门、街镇，充分发挥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全方位保

障全区群众公共文化基本权益，使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更加丰

富，不断推进群文活动开展。

一是充分发挥好区总工会资源优势。区总工会将进一步

聚焦职工需求，助力长宁文化发展战略，将演艺、展览等活

动作为工人文化宫核心功能之一，为“十五分钟文化生活圈”

提供完善成熟的空间载体。除原有图书馆、会议室、排练厅

等场地将持续完善环境设施外，一楼剧场将在近期改造为可

供各类小型演出使用的综合剧场，举办常态化文艺活动，区

总工会也已与东虹桥文化发展公司签署框架协议，根据老年

人、青少年、企业白领、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

求，携手推出更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

二是携手街镇打造特色社区文化服务品牌。在基本实现公共

文化设施空间和基本服务向社会的免费开放后，充分利用中

心社区教育、体育、科普等资源，充实文化活动内容，加强

文化团队建设，围绕“一街一品”、“一居一特”文化特色的

打造，组织开展各类具有特色的文化专场，深化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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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服务内容，提升全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充分利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橱窗、宣传板报、学术刊物、互

联网（网站、网页和新媒体）等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

现自身文化服务活动品牌、优势项目的传媒推介，创新服务

内容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4 年 4 月 17 日

联系人：魏佳妮 公共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联系电话：22051171

联络邮件：weijn@shc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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