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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个高颜值的文化空间像我们这座城市金色的插页，那么
蕴含其中的创意设计和文化活动，就是翻开宁波这部具有千年历史的作
品的序言和正文。

“这里不仅有书香，有音乐，还有文化 IP 的植入，有共享共建共赢
理念的实践和探索。”近一个多月来相继开放的三家高品质文化空间
——新华书店·山外、宋韵·堇书房、咸笈·堇书房的运维方，鄞州新
华书店总经理许静杰对文化空间凸显软实力的运营之道，有许多的感
悟。

面对城市更新、商业创新，面对各类新世代客群，许静杰认识到，
团队和项目条件依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人在一开始导入场所精神和
生活方式，不去“人格化”地来把控项目的品牌和内容，没有最初的核
心社群，是很难走长远的。

“这三个文化空间都是由历史遗存及废旧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经过
活化利用，将它们整体提升成有内容、有温度、有连接的城市文化生活
新地标，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赋能。”许静杰告诉记者。三个空间都是
走资源整合、合作共建的路子。“新华书店·山外”是宁波新华书店集
团与东吴镇精心打磨之作；宋韵·堇书房是鄞州区委宣传部、鄞州区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重点打造的宋韵主题城市书房，由区图书馆和鄞州
新华书店合作共建；咸笈·堇书房由咸祥镇联合鄞州区图书馆、新华书
店精心打造。“我们做微笑曲线的两头——规划和运维，在运维上，三
个空间揭牌开放之际，巧妙地植入不同的 IP——书香宁波日启动活
动、东亚宋韵文化学术研讨会和第十二届王应麟读书节，从实际效果来
看，反响都不错。”

“在目前城乡增量空间约束不断趋紧、城市有机更新加快推进的背
景下，必须更好地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进行盘活、设计和塑造，构筑起
更有温度、更富活力、更具美感的‘魅力之城’。”张行君从顶层设计的
高度规划公共文化空间的长远发展。

文化空间与都市街区有机融合，艺术与城市发展交融并茂。南部新
城集聚了华茂美术馆、纳得美术馆、汇港美术馆、紫林坊艺术馆、De-
moHood 青年创意社区等 5 家美术馆，并以其开放性、现代性、艺术性
等特点，使冰冷的写字楼转身成为汇集潮流与时尚的艺术空间，与时尚
街区、区政府等串联形成一个纵向人文商务轴。作为鄞州区“十四五”
时期十大文化项目之一，由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旗下鄞州新华书店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并运维的“Y+”文化艺术综合体落子鄞州南部新城，目
前正在谋划推进，项目集艺术中心、阅读之城、声音小镇、文艺社区于
一体，不久的将来宁波又将新添一个打卡地标。

与此同时，独具匠心的艺术建筑正赋能城市老旧空间改造。如
DemoHood 青年创意社区利用白天鹅毛巾厂改造而成。白鹤街道在丹凤
社区、紫鹃社区利用社区陈旧的公共空间，更新为“家门口美术馆”。

文化点亮“公园城市”，开启城市生活美学的新路径。鄞州公园与
院士公园是重要的城市生态廊道，绿荫中有李元摄影艺术馆、白美术
馆、吴永良美术馆、宋韵·堇书房。据了解，在白美术馆旁，接下来还
会有一家颜值和品质俱佳的堇书房亮相，目前整体建筑和装修已经完
工，正在进行外围搭建美化，待整体风貌更具书房韵味后将对外开放。

美好生活需要用文化点亮，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得“好不好”，
直接影响着市民生活“美不美”。创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鄞州区还将
有大动作。一方面，让“文化传承”赋美城市气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不断注入具有鲜明特色、人文品质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另一方面，聚
焦文化赋美，充分发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提升城市品位和生活美学上
的作用。

用“文化星火”点亮城乡生活，让文化的表现形式不限于剧场、不
囿于围墙，而是闪亮在不期而遇的每一个瞬间，这不是梦想。

高品质文化圈
赋能城市有机更新

由旧毛巾厂改造而来的青年创意社区
“带梦胡同”、建在咸鲜扑面的横山码头边上
的“鲜 2°生活馆”、藏在院士公园里的宋
韵·堇书房……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散布
宁波各个角落，以不拘一格的姿态，成为展
现城乡美好生活的网红打卡地。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堇艺坊“艺
起来”惠民品牌、堇书房“阅起来”连锁品
牌、博物馆美术馆群、全民阅读惠民服务系
列、“鄞州晚七点”……在鄞州，解锁家门口
的“文化大餐”，有N种途径。

精神共富，文化先行。“到2025年，鄞州
要打造 10 个示范性公共文化空

间、100个特色型公共文化空
间、1000 个嵌入式文化

微空间，形成美术馆艺
术新空间、博物馆展

览新空间、城市书
房阅读新空间、名
人馆红色新空间
等新型文化空间
体系。”鄞州区
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党委书记
张行君这样说。

这 个 “ 十 百
千”工程，换而言

之，就是要让市民在
城 市 每 个 街 头 听 见 旋

律、看见美。

黄银凤 文

当前，鄞州区正在加快推进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创建工作。
对 2022 年鄞州区镇 （街道）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分类汇总发
现，相对于传统公共文化阵地而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以下几
个特点。

一是公共性。在选址上，一般选择人群比较密集的园区、街
区、商圈、宾馆、楼宇、村社的公共空间，它具有公益性、共享
性、开放性，面向市民开放，便于市民参与。也可以整合商圈公共
空间、宾馆大堂吧、社会茶室咖啡厅等。

比如，12 月 12 日，鄞州区委宣传部、鄞州区文联发布了首批
71 家“向善向美，品质鄞州”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并评选出年度

“22 佳”，这些场所很大部分是新型文化空间，它们散布于都市街
巷、楼宇商圈、城乡社区，以独具的美学特色，美化了市民生活，
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

二是功能性。新型文化空间荟萃文化、表达艺术、分享美学，
具有阅读、展览、展示、展演、交流、分享等一种或多种文化服务
功能，其形态上既有城市书房、文化驿站、创意空间及博物馆、美
术馆、非遗馆等艺术场馆，也有集聚多种功能的综合文化空间。

此次发布的首批 71 家“向善向美，品质鄞州”公共文化艺术
空间，形态新颖，功能跨界，内容丰富。其中有“带梦胡同”等园
区共享型的空间、堇书房等阅读空间、毕春芳艺术馆 （戏曲特色文
化空间） 等博物馆 （艺术馆）、天童老街等文化街区、走马塘汝意
箜篌馆等艺术家工作室、黄鹂新村鹂西走廊等社区文化活动空间以
及“木与生活”艺术展厅等跨界文化空间。

三是人文性。突出人文内涵和人文品质，注重植入城市历史、
人文和地方文化，注重空间营造和空间设计，注重地方特色和审美
风格，既有文化内涵又有美学品位。

比如，在院士公园内的宋韵·堇书房，打出宋韵主题城市书房
的招牌。“这里有草木、有书籍、有四季，扑面而来便是千年宋韵
的浮生繁华，八小时以外我常常来此打卡，感觉一下弥漫在此间的
海丝宋韵、明州宋风和宋式美学，是我在喧嚣都市丛林的栖息之
所。”在南部商务区写字楼上班的唐小姐成为宋韵·堇书房的常客。

四是创意性。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品质高、环境雅，体现时尚开
放、底蕴厚重等城市文化特质，在空间设计、功能设置、环境布
置、氛围营造等方面具有创意性、沉浸式、智慧化，既体现现代审
美、现代气息和现代特质，又有着对地方代表性的特色文化的现代
表达，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利用。

五是多样性。新型文化空间在形态、规模、功能、主体上呈现
多样化。既可高大上、美而靓，也可精而特、嵌入式；
在建设运营主体上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力量。

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二届王应麟读书节上，全新落成
的咸笈·堇书房惊艳亮相，它由咸祥镇联合鄞州区图书
馆、新华书店精心打造，以高颜值的设计和独特的书香
环境，在边远乡村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这些年来，鄞州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了‘从量到
质、从点到面’的整体提升，也凸显了深化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积极推进全省首批公共文
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创建历程中的‘精神共富，文化先
行’。”张行君说。

升级版空间
点亮市民美好新生活

近年来，宁波的文化艺术事件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其中，
鄞州成为弄潮儿，各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成
为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不断涌现的文艺网红地，彰显着一座城市的品格，将一群
志同道合的“有趣灵魂”集聚起来。

那么，他们为什么纷纷选择在鄞州集聚？
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文杰长期广泛深入地调研

宁波推进城市艺术场馆建设以及构建高品质文化圈的
整体情况，在他看来，鄞州善于筑巢引凤的主要原因
有三点。

鄞州区经济社会发展硬核实力为文化空间先行
示范提供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着公
共文化空间的供给数量，而且还影响着其品位和持
续发展。鄞州区经济发展迅猛，鄞州名列 2022 年度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五，三次荣登“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 （城区） ”、浙江省文化强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均位居
宁波市第一。同时，鄞州实施“精特亮”工程，不断推
进城市空间“破茧成蝶”、城市品质提档升级。这为鄞州公
共文化空间的时代发展提供了基础、机遇与空间。

突破在地性
他们纷纷选择在鄞州扎堆

鄞州区公共文化示范区建设为文化空间高品质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事实上，在鄞州，以文化空间为媒，艺术生活化的历史，早在 10
多年前就已开启。2013 年鄞州已被评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先进城
市 （县市区）。强大的经济实力、开放的文化环境，也吸引了大量艺术
家及画廊、剧院、名家工作室、艺术机构等不断进驻。

出入艺术空间的主理人潘高峰是一位设计师，这位新宁波人从去年
8 月进驻鄞州紫荆汇办第一场展览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12 场展览。在他
看来，这里的居民善于接受新的观念和事物，当代艺术氛围相当浓厚。
他所立足的鄞州也比想象中更时
尚和包容。他邀请来办展览的艺
术家，大多是成熟的在全国有市
场竞争力的艺术家。“我尝试做
一个兼具国际性和专业性的当代
艺术空间，或者说是画廊，立足
宁波，打造可持续竞争力。”

新时代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为文化空间发展提供了有效动
力。近十年来，宁波常住人口迅
速增加 169.3 万人，达到 954.4 万
人 ， 鄞 州 区 人 口 达 到 164.8 万
人，净增量居各区 （县、市） 首
位，人口文化素质、文化需求品
质明显提升。

宁波作为新一线城市，青少
年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重
视。据不完全统计，鄞州区艺术
培训机构数量超过 800 家。文化
艺 术 消 费 人 数 异 军 突 起 ，“ 打
卡”文化空间，日益成为百姓日
常生活便捷而必不可少的文化体
验。

新型文化空间集群“绽放”

让每个街头
听见旋律
看见美

十方东进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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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山外 （唐严 摄）

咸笈·堇书房
（许天长 摄）

青年创意社区“带梦胡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