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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发力
推动文化惠民
走深走实

文化惠民是一项长期工程，
贵在坚持。明年如何办得更好，
覆盖面更广？未来，湖里区将在
以下三个方面发力，持续推动文
化惠民走深走实：

一是坚持“群众性”。进一
步扩大文化惠民活动的受益范
围，优化课程设计、时段、时长、
地点、服务保障等方面，做细做
精“订单式”“菜单式”服务，更加
充分满足百姓的多方位、多层次
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丰富“多样性”。结合
闽台文化、侨乡文化等独特优
势，下一步推出王船、剪纸、答嘴
鼓等非遗文化培训项目；用好红
色文化阵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组织参学、研学；增设科普、
健康养生、运动健身等课程项
目，回应百姓期盼。

三是增强“联动性”。探索
建立“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百姓
受益”新机制，鼓励高校院所、文
艺院团、企业、社会团体等多方
力量参与，促进文化惠民活动提
质增效，打好文化惠民“组合
拳”。

文化惠民“湖里模式”百姓满意多方共赢
湖里区举行文化惠民活动总结座谈会，为办好“民心工程”“精品工程”凝心聚力

本报记者 庄筱婧
陆晓凤

通讯员 徐淑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日前，湖
里区文化惠民活动总结
座谈会在该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举行。会上
通报表扬了一批惠民活
动优秀组织单位、优秀
教师、优秀学员、优秀志
愿者及爱心企业；对今
年来文化惠民活动的组
织实施情况进行全方位
复盘总结，对提升明年
文化惠民活动精准把
脉、集思广益。

今年上半年，湖里
区深入辖区城中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艺术协会等，广泛征求
各方意见、建议和需求；
6月到10月，湖里区委
宣传部牵头区直相关部
门在全区开展“文化进
万家·走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文化惠民活
动，通过“群众点单，艺
术协会接单，政府买单，
受众评单”等创新举措，
走进全区48个社区、2
个公益图书馆、1所民
办学校，面向5至75周
岁的市民群众提供 13
大 文 化 艺 术 门 类 的
2000多节公益文化培
训课程，惠及5万余人
次，把文化惠民工程办
成百姓满意的“民心工
程”“精品工程”。

湖里区将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继
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
深入了解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真正把文化服务
送到基层群众心坎上。

从暑假到初秋，湖里区居民“充电”忙。“文化进
万家·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文化惠民活动开
辟线上、线下报名通道，线上报名通道启动不到10
分钟，就有1200多位群众踊跃报名；少儿阅读与写
作、广场舞、儿童画等热门科目，报名人数甚至超过
原定名额的10倍。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惠及5万余
人次，点亮了城区百姓的文化生活。

结课时，许多学员通过满意度调查小程序为活
动打分、留言，共有2719名受众参与满意度调查，整
体满意度高达99.68%。学员们纷纷表示，文化惠民
活动让他们收获了技能，增长了知识，丰富了生活。

不少小学员还萌发了作家梦、画家梦。“我家的
多肉植物很奇特，叶子滑溜溜的，手指放在上面像坐
滑梯……”在后埔公益图书馆的写作课上，一名小男
孩观察入微，在给大自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朱
淑秀老师读后夸赞，“你很有天赋，长大后说不定能
成为作家！”就是这么一句鼓励，让这名城中村男孩
非常高兴，也在他心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孩子们萌发了梦想，“银发一族”也实现了愿
望。“我喊上闺蜜们一起报名魏克丰老师的手机摄影
课！”今年66岁的学员刘小青摆弄着手中的智能手
机，她不仅学会了用手机内置的参考线构图，还熟练
掌握Snapseed等修图App，成为朋友圈的摄影达
人。

百姓真正学有所成，才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
践。在声乐、诵读、美术等课上，很多热爱文化和艺
术、充满天赋的民间高手纷纷涌现。湖里区书法家
协会将学生的课堂成果纳入暑期书法作品展览，作
品大获好评，也吸纳了多名成员入会。协会主席庄
德义感慨道：“文化进万家课堂成了艺术协会和团体
挖掘人才的‘富矿’。”

学生带乐器上课不稀奇，但您
见过老师自己搬钢琴进课堂上课
吗？

在湖里区，就有这么一位老师
——负责声乐培训的兰新龙，他发
现上课的场地缺少声乐教学用的钢
琴，就把自己家的电钢琴搬到课
堂。暑假的天气十分炎热，他常常
忙得大汗淋漓，但看到学员们勤学
苦练的样子，他觉得一切辛苦都值
得。

老师们的用心，也体现在备课
上。湖里区作家协会的11位老师
有个教研群。课前，他们制定好了
教学模块、课程课纲、基本要求；课

后，他们在群里踊跃交流教学心
得。“你看，教写作阅读，我们是认真
的！”刷着教研群的聊天记录，协会
主席韩韵自豪地说。

耳熟能详的“名师大家”，在家
门口免费开课，这是很多居民不敢
想的事情。活动消息传开后，不少
岛外的居民都跑来湖里区听课；一
名四年级的男生听说他喜爱的杨秀
晖老师来金海社区开课，就叮嘱爸
爸一定要帮忙抢课；在高殿公益图
书馆，甚至有外地的小朋友每周专
程跑来“蹭课”，因为“这样的学习机
会太宝贵了”……

此次活动邀请了湖里区诵读协

会、摄影家协会、武术协会等9大艺
术协会的近百位优秀文艺工作者，
其中不乏多位国家级、省级文学家、
艺术家。“老师传授文化艺术知识和
技能的同时，也将他们对文化艺术
教育的思考与探索带入课堂，提升
了大家对美的感知力和想象力。”湖
里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张及时说。

活动拉近了文艺工作者与群众
的距离，也坚定了他们“到人民中
去”的信念。“我们协会来自社区，课
堂让我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教书的
同时挖掘人才，壮大艺术团体的人
才队伍。”湖里区社区文化艺术协会
会长张雅坤表示。

“我每次都提前十来分钟到教
室，但从来不是第一个——志愿者
们总是早早来到教室，把空调开好，
把设备调好，这些细节从来不落
下。”刘小青回忆道。

开课前，社区细心了解课程报
名情况，建好班级群，安排全程服务
保障。兴隆、后坑等社区还暖心地
准备了矿泉水、纸巾等；金安、高殿
等社区制作许多引导牌和路线指引
短视频，得到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感受到社区的热情服务，群众

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更强了，和
社区的关系也更紧密了。课前课
后，学员和家长志愿者主动承担起

“小助理”工作，协助课程和班级管
理。课外，许多学员踊跃参与社区
洁净家园行动、防台风志愿服务等
活动，有的还“全家总动员”，携家带
口地参与志愿活动。

活动如火如荼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也得到有效利用。如
今，在园山社区、康晖社区等多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百姓把这里当

成了自己的“家”——有的志愿者每
天都来帮忙整理图书、协助管理场
所；有的搬来“茶桌仔”、书架，阅读
学习、泡茶交流，拉近了邻里距离。
活动点亮群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
很好发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
作用。

湖里区首创“文化+服务+治
理”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文化活动
沟通协调的纽带作用，促进了居民
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沟通交流，
激活社区治理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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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是嘉庚故里、百年学村，厚
重的人文底蕴塑造了集美勇担使命、
改革创新的精神。近年来，我们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坚
持系统观念，敢于突破攻坚，在建机
制、搭平台、出政策、促融合等方面先
行先试，圆满完成省委赋予集美区的
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县域集成改革试
点任务，构建了两岸融合发展与县域
集成改革有机贯通、良性互动的新格
局。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
确提出“支持厦门开展综合改革试
点”。这是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全新起点，更是集美区以改革
促融合、努力率先打造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最大机遇，集美广大干部群
众和在集台商台胞深受鼓舞、倍感振
奋。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我
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
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正在开
展的第二批主题教育，认真贯彻《意
见》各项部署要求，以综合改革引领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
祉的制度和政策，在勇担使命中创造
新的发展机遇，以干事不避险、担当
不推责的勇气和韧劲，主动承接综合
改革项目在集美率先落地见效；我们
将继续发挥集美对台独特优势和集
成改革经验，践行“两岸一家亲”理
念，围绕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奋力打造两岸共同产业、共同市
场、共同家园，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上再立新功，为促进祖国统一
大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7 年 7 月 8 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
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
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
去。鼓浪屿管委会把开展主题教育与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
来，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把理论武
装的成果体现在履职行动上，落实到守护文
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成效中。

一是以学为先，让理论强起来。在思想
上“学”到位，党性才能“强”到位，将开展主题
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等相
结合，避免“学得虚”、杜绝“两张皮”，让主题
教育入脑入心入魂，见信见行见效。

二是保护为要，让遗产活起来。践行“保
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合理利用、让文
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匠心做好
八卦楼改造提升项目等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
活化利用工作，全力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让文化遗产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

三是文化为魂，让品牌亮起来。厚植鼓
浪屿音乐文化底蕴，实施每日有音乐声、每周
有音乐演、每月有音乐会、每季有音乐节的

“365行动方案”，推出听海演奏厅、鼓浪屿音
乐会客厅、共享钢琴等全民共享音乐平台，实
施鼓浪屿驻岛艺术家计划，着力打造高品质
音乐胜地，让音乐在鼓浪屿流淌。在刚刚过
去的中秋国庆假期，我们举办了9大篇章70
余场活动，鼓浪屿相关报道连续三天登上央
视《新闻联播》。

四是实干为效，让作风优起来。牢固树
立奋发有为、勇创一流的争先意识，敢与强者
比、敢和高者攀、敢同快者赛，以昂扬向上的
精神状态履职尽责，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干事创业，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文化
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社区社会治理的生
动实践，以清单化、闭环式工作机制抓好落
实，更好传承鼓浪屿历史文脉。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站在努力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高度推进
城中村提升管理体系、服务体系、文体旅
商融合品牌工作，奋力推动湖里区城中村
加快建成宜居、宜业、智慧、和谐的现代化
社区。

一是把建设宜居社区作为第一要
求。持续推进16个城中村空间梳理和违
建拆除，探索停车楼建设，策划实施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进消防水改、气改、
技改等“六改”系统治理，试点小区化大物
业管理机制，不断补齐城中村民生短板。

二是把培育宜业社区作为第一要
务。探索城中村住改商、临建审批、店招
设置、营业执照办理、建筑结构和消防安
全验收等产业支持政策，导入优质客商资
源，努力推动产业替代，培育一村一特色
商业街，让城中村留住烟火气，实现可持
续发展。

三是把打造智慧社区作为第一支
撑。久久为功推进全区城中村“一张网”
建设，开发集成统一、互联互通的智慧管
理服务平台，持续优化“湖里近邻”小程序
服务功能，打造线上商城，不断提升城中
村管理效能，不断强化精准、高效、便捷服
务。

四是把构建和谐社区作为第一保
障。建强城中村党组织，成立综合治理委
员会，强化现代化治理组织领导。探索出
租房“散租统管”模式，推动国企介入，平
抑市场租金，促进“二房东”问题解决。引
进厦大台湾研究院、集大社工系，加快设
立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研究院，打造新型理
论研究智库。携手台青创客家团队，打造
台湾社区设计师联合办公平台、生活美学
基地，开展社区营造，努力推动以居民之
手复苏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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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花鸟画大展
在厦门开幕

本报讯（记者 邬秀君）为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展示福建省花鸟
画创作成就和实力，推进福建省美术创
作的高质量发展，昨日，由福建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指导，福建省美术家协
会、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第
三届“花香鸟语——福建省花鸟画大
展”，在厦门市美术馆举行开幕仪式。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子东出席活
动。

据悉，福建花鸟画艺术历史悠久，
积淀深厚。独具特色且丰富的大自然
花鸟世界资源，泽养出了福建花鸟画艺
术的丰厚文脉，滋养出了福建花鸟艺术
的显耀地位。为举办此次展览，主办方
面向全省征集作品近500件，经专家评
审从中选出200件作品（其中评出80件
入会资格作品），充分展示福建省花鸟
画成果。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展览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题材丰
富，200件作品选题没有重复，让人眼
前一亮；二是地域风格明显，作品都取
材于省内，既有闽南地区，也有闽北闽
西等地；三是整体风格统一，学术水平
高。此次展览在厦门市美术馆一楼
AB厅展出，展出时间为10月22日至
10月30日，展览期间还将召开学术座
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