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艺术普及团队擂台赛全民艺术普及团队擂台赛。。

““一人一艺一人一艺””市集市集。。

全民艺术普及五周年成果展全民艺术普及五周年成果展。。

特别报道 NINGBO DAILY12 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 青

本报社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问询电话：87688768、87682114 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87654321 邮编：315042 电子信箱：nbdaily@163.com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 电话：87298700
广告部：87682193 发行中心电话：87685678、87685669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定价每月35元 零售每份1.50元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87685550 昨日本报开印0时36分 印毕4时40分

赏
精
品
赛
团
队
展
成
果

谋
新
篇

—
—

宁
波
市
﹃
一
人
一
艺
﹄
全
民
艺
术
普
及
五
周
年
系
列
活
动
侧
记

“一人一艺”这
个汇聚了宁波人智慧
与努力的公共文化服
务品牌，经过五年的
辛勤培育，在2020年
深秋，迎来了最璀璨
的绽放。

11 月 27 日至 29
日，由宁波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主办，宁波
市文化馆承办的宁波
市“一人一艺”全民
艺术普及五周年系列
活 动 ， 包 括 宁 波 市

“一人一艺”全民艺
术普及研究发展报告
发布会、我们正青春
——宁波市“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五
周年展演、艺起再出
发——宁波市“一人
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五周年成果展、我们
艺 起 赛 —— 宁 波 市

“一人一艺”全民艺
术普及团队擂台赛、
全民游艺会——“一
人一艺”市集等，在
宁波文化广场连续上
演三天精彩，吸引了
近万人到现场观看参
与，同时通过网络直
播 、 投 票 互 动 等 方
式，引发了百万级流
量关注。与此同时，
宁波市文化馆被中国
文化馆协会授予“全
民艺术普及示范推广
中心”，多位国家级
公共文化专家齐聚甬
城，为“十四五”期
间“一人一艺”在全
国范围的示范推广再
谋新篇，更点燃了宁
波 人 心 底 的 文 化 自
豪。

11 月 28 日晚的启动仪式上，宁波
市文化馆馆长纪云飞从文化和旅游部
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颜芳手
中接过了“全民艺术普及示范推广中
心”牌匾，标志着宁波“一人一艺”将在
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国文化馆
协会的指导引领下，开启新的征程。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
是宁波市“十三五期间”重点实施的
民生实事工程。经过 5 年持续不断地
优化调整，宁波市全民艺术普及联席
会议制度保持稳步运行，社会多元参
与格局基本形成。在宁波市政府指导
协调下，联席会议制度已联动宣传、
文化、教育、广电、工会、共青团、妇联、
文联等 10多个部门，跨部门、跨行业、
跨区域全面推动全民艺术普及的工作
合力显著增强。社会联盟逐步成长为
全民艺术普及的生力军，打破了文化
馆传统单一的服务模式，有效开拓了
艺术普及服务的新领域。截至 2020年
11月，宁波市“一人一艺”社会联盟已
达到 151 家、空间联盟 36 家、35 个艺
术普及点和两大普及基地。

宁波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
富多彩的品牌赛事活动。如“戏曲进
校园”“书画进客厅”“展览进场站”等

“十进”系列活动；如全民 K 歌大赛、
全民舞王大赛、全民摄影大赛等“全

民”系列赛事；包括阿拉音乐节、阿拉
非遗汇、温故系列展等，力争将活动
赛事层层推进，增强活动覆盖面，提
高群众知晓度。五年来，共举办各类
线下线上活动 3000 余场，累计提供
服务 800 多万人次。

为积极服务联动主体，强化合作
机制，宁波市主动填补相关标准化建
设空白。近年来，宁波市组织力量、深
入研究，先后形成多个全民艺术普及
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标准，主要包括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规范》《宁
波市艺术普及培训机构评级与扶持办
法》《“一人一艺”社会联盟管理办法》
等，保障了联盟成员的自身利益和政
府监管机制，为全民艺术普及标准化
建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在着力推动各服务主体横向联
动的同时，依托“一人一艺”云平台的
纵向联动也成效显著。2017 年 4 月，
宁波市文化馆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大
数据应用文化部重点实验室”首批七
家实践基地之一，大数据分析技术的
应用成为宁波全民艺术普及提质增
效的又一创新性手段。目前为止，线
上 活 动 累 计 1400 多 场 、慕 课 资 源
3000 余集，参与线上活动人次突破
190 万人次，在线艺术普及培训 200
万人次。

“一人一艺”五年实践汇聚

11 月 28 日晚，一段由 160 多名
舞者集体演绎的舞蹈《宁波舞起来》
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燃爆全场，拉
开了我们正青春——宁波市“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五周年成果展演的
盛大帷幕。整台晚会由“播种”“培育”

“盛开”“展望”四个篇章组成，参演的
550 多名演员全部来自宁波全民艺
术普及的优秀团队和社会联盟机构，
全景式呈现了“一人一艺”五年扎根基
层、躬耕培育的骄人成果。晚会由凤凰
网、甬派、国家公共文化云三大平台
同步网络直播，线上线下共享欢乐。

三段精彩选段组成的戏曲联唱，
展示了著名甬剧表演艺术家王锦文
等名师培育下戏曲票友们的不俗唱
功。《村里来了艺术家》这首接地气的
歌曲，创作灵感就来自宁海葛家村艺
术家驻村营造服务的成功案例。取材
于疫情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有
为、责任担当的小品《以艺抗“疫”》，引
发线上百万流量关注的云合唱《不要
怕》，由宁波市文化馆群星艺术团话剧
社和宁波合唱团、宁波呐豆少儿合唱
团现场演绎。此外，刚刚在中国好声音
舞台上精彩亮相的匹诺曹人声乐团带

来阿卡贝拉《马灯调》，多个省、市音舞
节大放异彩的宁波原创音乐舞蹈获奖
作品也悉数亮相，整场演出在豪情满
怀的歌舞《面朝大海》中落下了帷幕。

剧场外的水舞台上，连续三天、
五场的全民艺术普及团队擂台赛也
在火热上演。各区县（市）精心组织，
纷纷派出了他们的最强演出阵容，共
有来自十个区县（市）80 多支文艺团
队 800 余名演员竞相登台。“一人一
艺”云平台设置了专题活动页面，“一
人一艺”官方抖音号全程现场直播，
市民们边看演出边用手机为自己心
仪的代表队投票点赞。

舞台一侧的广场上，好看好玩的
全民游艺会——“一人一艺”市集也
人气颇高。近百位来自全市各艺术领
域的独立设计师、传统手作匠人、古
着收藏家、非遗传承人、潮流爱好者
和生活艺术家齐聚在此，50 余个摊
位和一个互动舞台让观众流连驻足。
市集透过非遗产品、联盟机构、艺术
互动等方式展示着艺术融入生活的
多种体验，现场还提供各种材料和课
程，由专业设计师、艺术家带领大家
感受生活美学的创作之乐。

全景呈现五年培育成果

位于宁波市文化馆 117 艺术
中心的展厅内，也于近日开始了一
场名为艺起再出发——宁波市“一
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五周年成果
展的视觉盛宴。

本次展览围绕“艺起再出发”
这一主题，蕴含守住全民艺术普及
的初心，以五年为契机再攀高峰的
寓意。展览分为序言、声音、成果和
互动等五个块面，提炼梳理了五年
来宁波“一人一艺”从动议萌发到
蓬勃兴起，再到全面铺开的全过
程。同时借助不同视角制作艺术普
及短视频，动态展示五年成果。该
展览以特展的方式在宁波文化广
场大剧院搭建临时展区，与成果展
演晚会动静结合、互动生辉，随后
还 将 以 巡 展 的 方 式 在 十 个 区 县

（市）分别呈现。
展览中极具看点的是十个区

县（市）的艺术普及成果首次汇聚，
呈现了一幅全宁波上下联动、蓬勃
兴盛的艺术普及生动画卷。在“一
人一艺”品牌带动下，宁波各地引
发了一浪高似一浪的孵化热潮。

海曙区通过创作、表演、参赛
的艺术实践，积累起丰富的舞台经
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优模
式。文艺精品和星级团队以点带
面，强化了辖区“一人一艺”的艺术
氛围，并把全民艺术普及活动不断
推向更高水平。

江北区以音乐港建设与全民
艺术普及有机融合的方式，打造成
为“海上丝绸之路音乐母港、国家
音乐产业集聚区、长三角音乐时尚
消费中心”，以新理念、新方法、新
模式，使江北在新时代中成为一个
开放时尚、充满活力的文化强区。

镇海区全力打造雄镇课堂、雄
镇大舞台、雄镇展厅三大品牌，每
年辅导、培训人次破万，让普通群

众成为舞台“主人公”，艺术作品登
上大雅之堂。

北仑区以“青年北仑”品牌建设
为引领推动青年群体艺术普及，以
青年文艺团队建设为抓手专注于艺
术领域的专业化提升，以“文化加油
站”数字平台为支撑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品质，以全民艺术活动为依托
打造全民积极参与氛围，形成“一人
一艺”艺术普及的北仑青年新生态，
推动全民艺术普及向纵深发展。

鄞州“艺起来”以打造全民艺
术普及数字平台、推行文化下派员
制度，搭建五大“艺培”平台和五大

“艺展”平台等四个方面为主要内
容，构建起普惠高效、覆盖全区的
全民艺术普及体系，为普通群众跨
入艺术殿堂敞开大门，着力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发展。

奉化区通过点单式文化服务、
联动型艺术普及、生活化艺术课堂
和数字化平台支撑等手段，让广大
市民充分享受到文化惠民政策带
来的红利。

余姚市以“艺路同心”为抓手，
每年百期周末课堂点单培训，打造

“线上+线下”全方位联动资源库，
不断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慈溪市“一人一艺全民艺术嘉
年华”系列活动，结合贯穿全年的

“四百”文化惠民工程，搭建线上线
下联动、馆站合作、学赏练演的艺
术普及体系。

宁海县以“艺术振兴乡村”为重
点，着力打造艺术乡村、艺术社区和
艺术景点，积极营造“一人一艺，全
县共建，全民共享”的文化环境。

象山县以“艺家人”公益品牌
建设为主线，紧抓“渔文化”特色，
打造文艺精品，并以“文化象山”数
字平台为支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品质。

全市基层普及亮点纷呈

28 日下午，宁波市“一人一艺”
全民艺术普及研究发展报告发布
会在宁波图书馆新馆报告厅举行。
邀请到了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
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国新，国家文
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
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中
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文
化馆首席专家王全吉，宁波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一级调研员吕勇出席，
大连、青岛、厦门、深圳等计划单列
市文化馆馆长，浙江省文化馆及省
内 10 个地市文化馆负责人，各区县

（市）文旅局分管领导、文化馆长和
宁波市群文学会代表等 100 余人参
加了发布会。

会上，文化蓝皮书《宁波“一人
一 艺 ”全 民 艺 术 普 及 发 展 报 告

（2020）》正式发布。报告由宁波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实施，邀请了
巫志南、杨永恒、金武刚、王全吉等
国内文旅领域知名专家加盟，是对

宁波市开展全民艺术普及的工作
路径、方法措施一次全面梳理、提
炼 和 总 结 ，全 书 撰 稿 33 篇 ，共 计
48.6 万字，分为总报告、专题篇、实
践篇、借鉴篇、评估篇、大事记等六
大板块，内容翔实、角度广泛、视野
开阔，既有实践经验、理论探索，又
有对国内外案例的阐述。本书回顾
了宁波市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五年来的探索实践，梳理了五年来
的机制理念，总结了五年来的成功
经验，为全民艺术普及的开展提供
了理论支撑和示范借鉴。

吕勇首先介绍了宁波推行“一
人一艺”这五年在顶层设计、组织
保障、社会化、数字化及活动赛事
方面的工作和成效。巫志南对宁波

“一人一艺”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介绍了蓝皮书的出版编撰对文

化馆的功能定位，全民艺术普及对
城市文化的推动、对国家深化文化
馆改革的重要意义。王全吉用有高
度、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对“一
人一艺”进行了概括评价，肯定了
宁波在社会化联动、抖音号运营、
普及与提高并重等方面的成果，他
表示，宁波“一人一艺”的实践对于
浙江省各级文化馆来讲具有标杆
意义，引领着全省乃至全国的文
化馆艺术普及在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 。 李 国 新 表 示 ， 宁 波 率 先 以

“一人一艺”的方式构筑了全民艺
术普及的基本内容，形成了全民
艺术普及的标准体系，引领了文
化馆转型发展的方向。他认为，
聚焦全民艺术普及，才具有了核
心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文
化馆社会功能和地位。他希望宁

波在“十四五”期间，要从城乡
一 体 化 发 展 、 文 化 活 动 深 入 开
展、数字化向智慧化推进、文旅
融合切入点等方面持续探索推进。

吕勇表示，“十四五”期间，
宁波将持续推进“一人一艺”全
民艺术普及工程，并在总结“十
三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全
民艺术普及制度标准体系，进一
步扩大全民艺术普及的覆盖面，
进 一 步 提 高 艺 术 普 及 的 服 务 水
平，进一步提升全民艺术普及服
务效能，进一步加大对外交流力
度，力争建成“人人参与，全民
共享”的全民艺术普及示范区。
他还表示，借助中国文化馆协会
在宁波设立“全民艺术普及示范
推广中心”的有利契机，将积极
联动大连、青岛、厦门、深圳等全国
5 个计划单列市成立全民艺术普及
示范推广委员会，加强全民艺术普
及国内国际的交流和合作，将全民
艺术普及成效推向全国。

成果发布，“一人一艺”谋划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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