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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插画展览到与名家对话，从
汉服体验到咖啡沙龙⋯⋯自去年
12 月启幕以来，市文化馆重磅推
出的“趣”文化馆系列活动让参与
者直呼过瘾。

在市文化馆新年首场活动“喜
见·贰零贰叁”中，市民朋友不仅
参与了穿汉服、宋式点茶、做茶果等
宋韵美学体验活动，还在文化馆喝
上了咖啡、拍上了兔年氛围感大片。

“活动颠覆了我对文化馆原来
的刻板印象，没想到我竟然能够在
这里穿着汉服喝咖啡，用传统面塑
捏小兔子，这些复古又新潮的活
动，让我感觉传统非遗真正走进了
我的生活。”市民应女士对“趣”
文化馆系列活动赞赏不已。

据了解，从今年元旦到春节元
宵 ， 市 文 化 馆 将 联 合 10 个 区

（县、市） 文化馆，打破地域、空
间及时间的制约，通过建设多跨应
用场景，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的智能
化服务水平，以“趣”文化馆过大年
为主题，陆续推出老百姓喜闻乐见、
形式新颖的 60 余项“线上线下”同
频共振的新春文化普及活动。

市文化馆馆长孔燕介绍，线下
迎新系列活动受到市民广泛喜爱，
掀起一波打卡热潮，线上“云学
艺”平台也推出了“90 分钟学化
妆”“零基础学钩针编织”“教你烧
宁波硬菜”等具有普及性、应景实
用的课程。同时，各地文化馆依托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这
一金字招牌，让群众成为基层文化
活动的主角。热爱文艺活动的群众
通过向“浙里文化圈”板块提出申
请，成为“雅集”活动的组织者，
目前，我市已有 860 余名文化圈的

“圈长”花样翻新，推出众多小型
多样、年味浓郁的群众性参与活
动。

未来三年，我市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将进入新阶段。根据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去年印
发的 《关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现代
化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先行的实施意
见》，到 2025 年，我市将打造形成
10 个示范性创意文化空间，建设
100 个文化融合服务场所、1000 个
嵌入式文化微空间。

宁波城市文化研究专家陈民宪
长期关注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问
题，在他看来，新型文化空间打造
首先要以“人”为核心，在主理人的
经营和管理上下功夫，处理好人与
空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空间变“空”
间；其次要以“真”为基础，现在各
地在空间打造上奔着“网红”为目
标，要有流量更要有“留”量，要以
丰富的业态、多元的场景营造及贴
心优质的服务为支撑，吸引更多回
头客；最后要以“融”为要义，文
化空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空间、
功能、业态与服务四大元素缺一不
可，通过与多主体、多业态模式、
市场经营、百姓日常生活等有机融
合，让新型文化空间常有常新，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赋能全民艺术普及
多跨应用场景点亮生活之美

公共文化空间，“走新”更走心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
国文化馆协会联合评选的全国“最受欢迎公共文化空间
TOP50”出炉，浙江入选6席，宁波占一半，分别是：宁波
善园、北仑新碶街道城市书房、象山青草巷文化驿站。

能够在全国百余家设计精美、极富内涵的公共文化
空间中脱颖而出，宁波这些公共文化空间有什么别具一
格的特色？我市的公共文化空间打造还有多少潜力可
挖？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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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惠兰

竹根雕、鱼拓、麦秸画、竹编
等象山当地 10 余项非遗传承项目
长期入驻，为市民提供非遗体验课
程、文艺演出、展示展陈等艺术普
及公益课堂⋯⋯自去年 5 月运行以
来，象山青草巷文化驿站极大丰富
了当地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平时喜欢手工的刘女士，对于
能够提供一站式文化服务的青草巷
文化驿站情有独钟，她说：“这个
驿站很大，活动很丰富。跟着非遗
传承人一路学习，我已经掌握了鱼
拓、剪纸、石头画等六七样简单易
操作的传统技艺。”这类以“嵌入
空间”形式建设在大众身边的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特别适合像刘女士
这样“宅不住”的人，她说自己可
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记者了解到，青草巷文化驿站
坐落于象山中心城区特色街区文物
保护单位李宅内，改造自一栋明代
四合院建筑，占地面积 1150 平方
米。在充分尊重、保护建筑原貌的
基础上，通过微改造、精提升，以
前老旧的建筑如今焕然一新——小
舞台、展览馆、讲堂教室等一应俱
全，是集文化汇演、文化交流、展
示展览、培训体验等于一体的综合
型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象山县文化馆馆长黄恩荣介
绍，青草巷文化驿站是该县首家新

型文化空间，通过文化驿站“我们
的节日”“群星大舞台”等主题活
动，让不少在台下听戏的观众成为
踊跃登台表演的传统文化的参与者
和传承者。

今年 65 岁的周赛苏，是象山
半岛京剧艺社的骨干。加入艺社
后，几乎天天登台，并成为艺社送
戏下乡的“铁杆”队员。“以前我
跟戏友只能去公园露一手，现在给
了我这么大的表演舞台，我每场都
想上！”周赛苏告诉记者，除了原
来擅长的越剧，在青草巷文化驿
站，她还学了京剧，在本周末举行
的“我们的节日”活动上，她将登
台唱一段京歌 《梨花颂》。

近年来，大众对高品质公共文
化空间的需求日益强烈，宁波各区

（县、市） 文旅部门顺势而为，支
持和引导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去年 5 月，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启动
了“一人一艺新空间”创建工作，
芝士公园、老外滩艺术生活园区、
月湖美术馆、汇港美术馆等上榜首
批 24 家“一人一艺新空间”，它们
当中，既有公共文化艺术展览场
所、美丽乡村文化空间、商圈文化
空间，也有博物馆、美术馆、艺术
馆等以展览为核心内容的文博艺术
空间，以及加载文化体验的民宿、
餐厅、社区街道等跨界艺术空间。

微改造解锁新体验
我市创新打造公共文化空间

“除了阅读与文化展览活动，
这个城市书房对我来说，最大的便
利是有自助借还机，它就在我家楼
下的公园里，步行就能到。”家住
北仑恒中小区的于一清告诉记者。

新碶街道城市书房位于北仑区
爱心公园内，免费向市民开放。馆
藏图书约 3 万册，配备朗读亭、图
书自助借还机等设施设备，融合图
书阅读、文化活动、艺术展览、休
闲沙龙等多元文化业态，读者在这
里不仅能获得丰富、多元的文化体
验，还可以享受自然风景、生活美
学、健康茶饮等，是“美”“好”“新”兼
备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记者了解到，该城市书房以
“书房+企业众筹”模式，鼓励爱
心 企 业 参 与 阵 地 建 设 ， 以 “ 书
房+”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阅读推广服务。去年以来，北仑
对百余个公共文化设施、10 余个
街道综合文化站、60 余家农村文
化礼堂全面“微改精”，打造了 75
个“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通
过社会力量参与共建，形成蛟山阁
城市书房、北仑博地影秀城、九峰
山文化礼堂等一批既时尚又颇具本
土特色的公共文化新空间。

鄞州区近日公布的首批 71 家
“向善向美，品质鄞州”公共文化艺术
空间里，有带梦胡同等园区共享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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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
意艺术馆等跨界文化空间。

记者了解到，此次获评的公共
文化艺术空间，以鄞州区近年来打

政府与企业联手共建
“小而美”新空间百花齐放

造的新型空间及在社会上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民营场馆为主，丰富多样
的空间形态，反映了鄞州区公共文
化服务的多样性及社会力量参与的
活跃度。

“此次入选的新空间，大多是
年度网红爆款。像吸粉量超大的带
梦胡同创意园区、俞塘拾里山谷、
爱上 LOVE 艺术空间等，是朋友圈
中刷屏率较高的文艺场所，也是青
年创业、文艺+等模式的典范案
例。”鄞州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该区正在深入推进宋
韵文化传世工程，因此宋韵文化元
素在众多空间里也日益凸显，如天
童老街的宋韵文化特色街区、位于
院士公园的宋韵·堇书房、传播和
体验“宋朝四雅”的妙语荟等。

闻名遐迩的老外滩李宅沉浸式
剧目“入戏老外滩”，由宁波市演
艺集团打造运营。在这里，观众可

以通过换装化身为演员，获得剧本
中的一个新身份与朋友一起演戏。
这样沉浸式的入戏体验，不仅吸引
本地市民，也成为游客来甬时争相
打卡的地方。“入戏老外滩”开演
一年多来，已引流超过 3 万人次，
让老外滩李宅一跃成为演艺类新空
间的新晋网红打卡地。

“我们对获评‘一人一艺新空
间’的单位，将根据空间建设和运
行的成效进行资金补助与考核，不
合格的空间将取消当年资金补助，
对严重不符合的空间取消命名。”
市文广旅游局艺术与公共服务处负
责人表示，我市还将通过申办活
动、资源对接、策划团队扶持等方
式，促进更多社会主体融入“一人
一艺”建设，开辟更多文艺惠民的
新空间，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元、
更高质量、更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
务。

海曙区：月湖美术馆、宁波
茶文化博物院、芝士公园

江北区：老外滩艺术生活园
区、香黛宫馆、姚江美术馆、微
小娘时尚美学创新中心、和峰堂

“派·艺术空间”
鄞州区：211 创意空间、宁

波善园、汇港美术馆、泛艺术空
间、钧天易昀琴院

镇海区：“澥小白”自然主
题乐园

北仑区：海伯有质生活馆、影
秀新空间

奉化区：棠云艺术谷、奉化区
溪口剡溪画院、宁波三味书店 （思
想海店）

慈溪市：上林瓷苑艺术空间
余姚市：乐众传统文化传承体

验中心、吾乐雅苑
宁海县：天明艺术工坊
象山县：青草巷文化驿站

（廖惠兰 整理）

宁波市首批“一人一艺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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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象山青草巷文化驿站。 （市文化馆供图）

宁波美术馆展览创意互动装置吸引市民打卡。 （唐严 摄）

③零基础艺术爱好者体验入门课程。（芝士公园供图）

①各级文化馆通过建设多跨应用场景，吸引不少年轻
人前来打卡。 （市文化馆供图）

②汉服爱好者在市文化馆新春首场活动上玩“嗨”了。
（市文化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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