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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化馆：开放·融合·创新”

厦门全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后天启动
四大板块三十余场文化活动陆续登场

本报讯（通讯员 徐佳晶）
5月21日下午，厦门全市文化
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将
在市文化馆一楼大厅举行，同
时还将进行全市全民艺术普及
成果优秀节目及各区精品群文
节目汇演，全面展现近年来市、
区两级文化馆群众文化服务的
成果。

据悉，文化和旅游部近日
确定今年5月22日至28日为
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并首次在
全国部署开展宣传周活动。宣
传周期间，厦门全市文化馆将
围绕“新时代文化馆：开放·融
合·创新”主题，集中开展演出
赛事、专题展览、文化沙龙、非
遗展演等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文
化活动，在充分宣传展示文化
馆发展成果和行业形象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厦门城市文化
形象和市民文化生活幸福感。

厦门全市文化馆服务宣传
周活动由厦门市文化馆联动各
区文化馆共同举办，得到厦门
市文旅局和各区文旅局的指导
和支持。市、区两级文化馆形
成联动合作机制，构建“市文化
馆建立主会场＋各区文化馆打
造分会场”的模式，汇聚全市文
化馆骨干力量，共同策划推出

“文化沙龙”“专题展览”“演出
赛事”“闽南文化”四个板块共
33项文化活动，实现“日日有活
动，场场都精彩”，并注重交流互
动，多场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参
与演出、交流分享、献计献策，让
市民不仅是文化服务的受益
者，更是文化活动的参与者。

在“文化沙龙”板块，厦门市
文化馆“我与文化馆的故事”主
题沙龙，将邀请文化馆退休馆
员、在职职工以及培训班老师、
市民学员和其他与文化馆有渊
源的社会各界代表，分享他们与
文化馆的故事，共同追溯文化馆
的发展历程，展望和献计文化馆
的美好未来。另外，海沧区的

“桥·空间”文史读书会、同安区
的“文化共享 艺术在线”文艺大
讲堂和闽南民间舞蹈讲座等活
动，群众的参与便捷性、互动性
都很强。

“专题展览”板块，厦门市
文化馆“我与文化馆共成长”主
题摄影展将集中展出体现全市
文化馆馆容馆貌、品牌活动、文
化服务等特色内容的群文摄影
作品。厦门市文化馆（美术馆）

“美术大篷车”走进福大厦门工
艺美术学院户外作品展、2022
全国（厦门）工笔画作品展览、

“翔安区文化馆这十年”图片
展、海沧区中国书法拓片精品
展、“古韵新风·魅力同安”全省
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览、湖里
区第22届少儿现场书法比赛
获奖作品展等一系列专题展览
也将先后与市民见面。

“演出赛事”板块，厦门市文
化馆“厦门青年民族乐团民族音
乐进校园”演出将走进厦门蔡塘
学校和双十中学，思明区文化馆
服务宣传周主题活动、集美区街
头艺人才艺秀活动、同安区“文
化大篷车”文化艺术展示活动和
全民广场舞比赛、翔安区“大地
欢歌”文化惠民演出、海沧区“文
化进万家”第十三届故事大王比
赛等，让市民朋友在学校、街头
就能领略多彩群众文化。

“闽南文化”板块则包含厦
门文化遗产IP创新大赛（2023）
成果展、“茶和天下·共享非遗”
2023年国际茶日之茶文化交流
系列活动、海沧区“非遗进社区”
蜈蚣阁巡展体验活动、同安区

“我是小小传承人”非遗进校园
系列活动等,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闽南文化和非遗的非凡魅力。

据了解，本次文化馆宣传
周的部分重大活动将开通线上
直播，可关注“厦门文化馆厦门
美术馆”“厦门数字文化馆联合
网”等微信公众号，获取宣传周
活动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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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现有市文化馆1个、区
文化馆6个，均被评定为国家一
级文化馆，全市文化馆场馆面积
20.1万平方米，共有人员队伍
121人。近年来，厦门市、区两
级文化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开放办馆，以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为目标，在丰富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全民艺术普
及、创新文化服务机制等方面推
出多项举措，不断推进文化服务
高品质发展，积极创树群众文化
品牌，用优质、多元的文化馆服
务增彩“加码”新时代市民美好
生活，真正实现文化发展成果惠
民、乐民、聚民。

文图/厦门市文化馆、各区文化馆

厦门市文化馆厦门青年民族乐团厦门市文化馆厦门青年民族乐团““全民艺术普及全民艺术普及””校园专场音乐会校园专场音乐会。。

海沧区文化馆海沧区文化馆20222022年年““文艺轻骑兵文艺轻骑兵””
进社区活动进社区活动。。

厦门市文化馆位于思明区体育路95号-
4，馆舍面积2.8万平方米。近年来，厦门市文
化馆始终以“坚持公益·文化惠民”为服务宗
旨，一路赢得众多响当当的靓丽名片：先后获
首批“全国优秀文化馆”、全国文旅系统先进集
体、“全国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典型、福建省五
一劳动奖状、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筹备及
服务保障工作先进集体等重大荣誉；“厦门数
字文化馆联合网”项目列入全国“基层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推广项目”；多项优质服务案例入
选文化馆行业专业论著；创作的《小圣斗巨蟒》
《生日》《送枪》等多个作品获全国“群星奖”及
入围奖等。

厦门市文化馆坚持以创新机制引领全市文
化馆服务优质发展，积极用文化赋能厦门“文化
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的建设。培育打造
出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美术大篷车、闽南文化走
透透、厦门南音比赛、“海之韵”合唱音乐会、厦

门市少儿故事大王比赛、全国（厦门）工笔画展、
全国（厦门）漆画展、厦门市群众文化理论研讨
会等品牌活动二十余项；年均举办全民艺术
普及活动110余项、800多个班次，年均举办
文艺演出百余场、美术展览六十余场、基层文
化活动三十余场；组建群星艺术团舞蹈队、京
剧团、越剧团、中老年艺术团、非遗展示展演
团等优质馆办群众文化队伍十余支；先后与浙
江、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甘肃、港澳台及韩

国、马来西亚等地开展交流，用文化架起沟通的
“彩虹云梯”。

厦门市文化馆高度重视闽南传统文化的
传承保护工作，鼓浪屿申遗成功，“送王船”成
功列入人类遗产名录，宋江阵、五祖拳、布袋戏
等非遗项目走上央视平台，都饱含厦门文化馆
人辛勤的努力；“文化遗产日”、非遗大课堂、非
遗进校园等非遗传承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
使传统文化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时尚。

厦门市文化馆 艺术之城 文化赋能

思明区文化馆位于思明区前埔东路28号，
馆舍面积9800平方米，是全国首批文化事业单
位改革试点单位，曾获评全国“公共文化设施管
理先进单位”、福建省艺术扶贫实施单位、“福建
艺术扶贫五周年”先进单位、首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单位等。创作的舞蹈《鼓神》、小
品《等》荣获第十届中国艺术群星奖，曲艺作品
《厦金童乐》《武装破狱展神威》《嘉庚先生去延
安》、音乐作品《风啊轻轻吹》等获得多项省、市、
区级奖项，文化品牌项目“海峡两岸原创广场
舞”连续四年被列为中央台办重点交流项目，得
到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栏目报道。

近年来，思明区文化馆致力于开展全民
艺术普及与提高、公益文化艺术服务、群众文
化活动、群众文艺作品创作、文化交流、文化
理论研究及非遗保护和利用等工作。本着

“开门办馆，立足基层；以人为本，服务社区”
的宗旨，常年在各个社区、各部门组建并指导

业余文艺团队200多支、业余社团10多个；每
年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海峡两
岸原创广场舞”、思明区少儿故事大王比赛、

“唱响鹭岛”微信网络歌手大赛、“思明杯”南
音大会唱、“闽南曲艺汇”“非物质文化遗产日
展示”、厦门市青少年讲古大赛、厦港海洋展
示厅“一日小厅长”志愿讲解及各类公益展
览、艺术普及公益培训、非遗进校园等文化品
牌活动近百场，深受广大市民群众欢迎，线上
线下累计参与人数超百万人次。

湖里区文化馆位于湖里区枋湖南路31
号，馆舍面积4305平方米。场馆全面落实错
时延时开放措施，常年开展公益性培训、演
出、展览等服务项目。近年来，湖里区文化
馆不断深化群众文化品牌建设，打造出多个
群文活动品牌：湖里区社区文化艺术节迄今
已举办十五届，通过快闪、文艺展演、书画摄
影展、社区艺术团风采展示等系列活动以及
贯穿全年的街道、社区文体活动，吸引全区
广大市民群众参与，实现基层文体活动的全
面覆盖，推动了湖里区社区文化艺术协会以
及禾盛社区馨雅艺术团、和通社区阳光艺术
团等社区艺术团的蓬勃发展。湖里区外来员
工子女夏令营迄今已举办十届，夏令营以

“享受教育公平，感受艺术的熏陶与启蒙”为
主旨，结合非遗特色不断创新活动形式，通
过组织外来员工子女体验惠和影雕非遗技
艺、趣味纸雕手作等活动，向孩子们大力弘

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湖里区文化馆以群众基本文化艺术需求

为导向，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通过开
展公益培训班、诵读沙龙等全民艺术普及活
动，提升群众审美品位，使艺术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同时注重群众文艺创作，大型交响合唱
诗篇《门纳万顷涛》专场音乐会、大型原创红
色舞台剧《神山旗手》等文艺作品先后登上重
大舞台。

湖里区文化馆 先锋湖里 文化惠民

集美区文化馆位于集美区建南路1号，馆
舍面积5000多平方米，先后获厦门市“巾帼文
明岗”“三八红旗集体”、福建省文化馆志愿者联
盟优秀团队等荣誉。现有集美区艺术团、青年
舞蹈团、志愿者舞蹈团、男声合唱团、老年艺术
团、精神文明曲艺队、南音社等馆办艺术团队。

近年来，集美区文化馆深入开展全民艺

术普及工作，着力提升文化服务质效，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亮点频闪、成绩斐然。创新举办

“我和我的祖国”千人广场舞暨“最美集美”文
化旅游宣传展演活动、“非遗进校园”暨文化
志愿服务宣传展演、“永远跟党走”群众性文
化惠民活动、“红色歌曲大联唱”群众性主题
活动、集美区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
书画摄影作品展、“唱支山歌给党听”快闪活
动、跨岛发展主题文艺晚会、“筑梦新征程·一
起向未来”书法摄影展等大型品牌活动20多
场，线上线下参与人次超300万人次；组织创
作广场舞《追梦》《四季厦门》、歌曲《冰雪梦
想》《让爱点燃希望》、歌舞《鹭岛春潮》、小戏
《卖牛》等文艺精品62件，获市级以上奖项15
件，年均举办线上线下培训活动超200场次，
3.6万余人次参加。

海沧区文化馆位于海沧区滨湖北路15
号，馆舍面积8400平方米。先后获评“厦门
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先进单
位”“省级校外美育实践基地”“全省文化和旅
游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

近年来，海沧区文化馆坚持以群众文化
需求为导向，打造地域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品
牌。依托广场、景区、商圈，常态化开展“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活动，提升群众文

化获得感、幸福感；结合重大节庆，策划举办
中国农民丰收节海沧区分会场、海峡两岸（厦
门海沧）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厦门）乐
活节、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海沧新春文体
荟、厦门市民文化节海沧区分会场、“送王船”
文化节等大型文化活动，不断扩大海沧知名
度和影响力。创办“桥·空间”艺术沙龙品牌，
采取社会化运作方式，引进一批知名文化学
者、艺术达人，年均授课30场次以上，打造了
既接地气又上档次的艺术沙龙。

海沧区文化馆注重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与厦门大学合作深入开展村
落民俗文化调查，编纂出版《海沧文物要览》
《“风土海沧”民俗文化丛书》（10卷）《海沧楹
联碑刻精选汇编》，开展“沧江文库”古籍整
理，出版了《周起元文集》《周忠惠公传疏》《邱
菽园居士诗集》《啸虹生诗钞》等。

同安区文化馆位于同安区环城南路987
号,建筑面积9767平方米。近年来，同安区
文化馆积极深入村居、各基层单位开展业务
指导工作，组织实施全区重大文艺活动、文艺
展演和文化服务等工作，创新开展群众文化
服务，形成多个品牌亮点：

创建“我是小小传承人”非遗进校园品牌
活动，走进全区50余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培训
近300个学时，配套开展“我是小画师”“我是
小小南音传承人”“我是小戏迷”“我是小小吟
诵员”等评选活动，让少年儿童更加直观体验
感受非遗魅力。

开展“你点单 我送餐”精准落实文化服务
工作，改变以往馆内单项供给的服务模式，根
据各镇街的文化需求进行定向“点单”，将文
艺培训、文学创作、亲子教育、摄影讲座等丰
富的文化大餐送入镇街、村居，有效解决基层

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
培育“文化大篷车”文化艺术展示活动，

深入社区、广场、街区，让街头文化艺术融入
市民群众生活。

常态举办“文化共享 艺术在线”文艺大
讲堂活动，年均安排24场讲座，涉及灯谜、摄
影、书法、农民画等门类，邀请摄影、书法等
业内大咖现场演讲，吸引众多百姓爱好者来
馆学习。

翔安区文化馆位于翔安区顶曾路360号C
区，新旧馆舍总面积13670平方米。近年来，翔
安区文化馆秉承“以人为本 文化惠民”的原则，从
文化阵地建设、人才队伍打造、群众文化开展、文
化品牌培育、非遗文化保护等方面入手，创造性
开展工作，群众文化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每年开展“三下乡”和“文化四进”等各类
文化活动100余场；每年举办两季全民艺术
普及培训活动30余班次；每年到镇街、村居服
务点开展“文化惠民进基层”艺术扶贫工作和
馆办团队建设工作；指导全区各镇街打造特
色品牌文化活动33个，培育自办文化团队
188个、表演人员达6000人；不断加强传统文
化资源和民俗人才的挖掘和保护工作，评选
出2批区级民俗文化人才，出版《香山文化丛
书》第一辑5册、第二辑6册。

翔安区两度被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农民画）”称号，通过多年的培育，已形成马
巷南音、新圩“三子文化”、内厝宋江阵、新店戏
曲等文化精品项目。连续举办八届“翔安好声
音歌手赛”，每届报名人数近千人、比赛场次超
30场；开创翔安农民画与大漆结合的形式，形
成农民漆画新画种，五年多来，创作农民漆画
作品220余幅，其中21幅作品入选全国农民画
展、15幅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各类专业展览。

集美区文化馆 人文集美 文艺璀璨

思明区文化馆 温情鹭岛 文韵思明

海沧区文化馆 文化创新 乐活海沧

同安区文化馆 古韵同安 以文化人 翔安区文化馆 艺术之乡 业翔民安

翔安区文化馆翔安区文化馆““闽南闽南（（翔安翔安））好声音好声音””歌手大赛歌手大赛。。

思明区青少年讲古大赛思明区青少年讲古大赛。。

同安区同安区““我是小小传承人我是小小传承人””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进校园活动。。

湖里区第十四届社区文化艺术节湖里区第十四届社区文化艺术节。。

集美区集美区““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暨跨岛发展文艺晚会暨跨岛发展文艺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