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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一人一艺”用艺术改
变着宁波这座城市的气质。公益
培训、讲座、活动越来越多，艺术门
类从基础项目拓展到非遗、生活美
学等40多个门类，参加人群越来
越广，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
人群。

最近5年，全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不断加强，普惠、均等的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成。去
年10月，我市所有区县（市）率先通
过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认定。我市公共文化服务
的各项指标走在同类城市前列，全
市10个区县（市）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和市图书馆、文化馆均为国家一
级馆。市、区、镇、村四级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基本建成，全市乡镇文化
站平均面积达4781平方米，居全省
第一，建成文化礼堂1200多家，构
建起了“15分钟文化圈”。

此外，文化惠民力度最近两年
也在不断加大。市县两级每年投入

近5000万元用于购买戏剧、电影等
各类文化服务，全市每年送电影下
乡 25000 多场次，送戏下乡 6000
多场。接下来，我市还将着力建设
全民艺术普及先行示范区，确保到
2020年年底，所有区县（市）普及率
都达到80%。

全民艺术综合参与率从“一人
一艺”工程实施前的52.5%，到2019
年年底超过77%，距2020年年底
80%的总体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此外，近两年来，我市全民阅读
服务网络基本建成。目前全市已基
本建成覆盖市、县、乡、村4级的全民
阅读服务网络。2016年出台的《宁
波市乡镇街道图书馆建设与服务规
范》是全国首个对镇乡级图书馆制定
的完整规范，目前全市共有一星级以
上乡镇（街道）图书馆95家。今年4
月1日，《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正式施行，宁波成为全省首个以立法
形式促进全民阅读的城市。

记者 施代伟 实习生 应芷绿

从2014年至今，胡之均丢出
来的垃圾越分越细，他也明显感觉
到周围邻居、商铺对垃圾分类这件
事也越来越上心。

在今年87岁的划船社区居民
徐恭备家，积攒起来的关于垃圾分
类的新闻报道和资料已有厚厚两
本，见证了社区垃圾分类活动一路
走来的变化：从发起倡议到启动垃
圾分类模拟运行，再到“有害垃圾换
绿色植物”等一系列做法的推广。

“经常翻一翻，很多想法就会
发生改变，慢慢觉得我们现在做的

垃圾分类的事情是对的，应该坚
持。”徐恭备说。

而这和胡之均“垃圾分类，首
先要在思想上明确努力的目标和
方向”不谋而合。

即便如此，胡之均还是觉得眼
下的垃圾分类“总有做得不到位的
地方”。

“我跟你讲，一定要用‘只争朝
夕’的心态来推进垃圾分类这件
事。”在丢完垃圾回家的路上，胡之
均这样跟社区干部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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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民艺术普及率将达80%
连茶包和茶渣都分开投放
84岁老人垃圾分类靠实力“圈粉”

昨天上午，鄞州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举行了一场以“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为主题的广场活动。活动刚结束，一位头发花白的
老人拎起暂放在广场一角的垃圾袋，准备去丢垃圾。这位老人叫
胡之均，今年84岁。他手里拎的垃圾袋起码有5个，只是日常出
门丢个垃圾，怎么还会大包小袋？

不放过一个小茶包，得把茶渣倒出来

“你们检查一下我垃圾分得够
不够细。”见周围的人都对他的垃
圾袋感兴趣，胡之均原地打开了垃
圾袋。

用两层垃圾袋包裹得严严实
实的是厨余垃圾。为啥要用两层垃
圾袋？“因为我处理厨余垃圾的方式
有点‘小众’。”

因为家里每天产生的厨余垃
圾不多，“用那么大一个垃圾袋装，
每天丢一个，太浪费。”现在天热，
怕垃圾发臭，他就在冰箱找了个
角落，把厨余垃圾封好冷藏，“攒”
两三天丢一次，“外面套的这一层
垃圾袋，还可以重复利用。”

“你家里人支持吗？”记者问。

“我老太婆一开始也是要说我
的，但那么些年坚持下来，加上密封
工作做得到位，她也就不管我了。”

体积最大的一袋是其他垃圾，里
面除了用过的纸巾等，还有被拆分的
茶包，茶渣早被倒入厨余垃圾中。

还有几个垃圾袋，他有点不舍
得丢。比如超市常见的装生鲜肉
的黄色塑料盒，“可以放在灶台上，
当垃圾盒用。”

胡之均一边分享自己的垃圾
分类经验，一边朝垃圾桶走去。“我
看看有没有人乱丢垃圾，你看这个
塑料桶就放错位置了。”他也不嫌
脏，把塑料桶从绿色垃圾桶挑出
来，放进黑色垃圾桶。

曾被抱怨“这事儿做得太多余”

胡之均从2014年开始参与垃
圾分类，不仅自己分，而且还督促
别人分，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划船社区于2013年向居民提
出垃圾分类要求，希望大家能把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区分袋装，便于
处理。

“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我去
跟他们讲，他们还会说：‘垃圾反正
是要烧掉的，你年纪那么大，做这
个事情太多余了’。”

胡之均是墙门组长。刚开始，
每次领到社区发下来的垃圾袋，他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垃圾袋上

写好户主的楼牌号。
“以前垃圾袋没有二维码，我

是从别的地方学来的。有了编号，
分类总归会用心一些。”

“那个时候有没有人说你多管
闲事？”记者问。

“没人敢说，一说出来不就说
明他不愿意分类嘛。”胡之均还蛮
为自己的办法得意的。

胡之均的“闲事”还管到社区
的沿街商铺。今年年初，他特地给
社区一家菜店的“小年轻”写了关
于垃圾分类的信，直接贴在卷帘门
上，“效果还是有一点的”。

用“只争朝夕”的心态来做垃圾分类

胡之均老人把别人丢错的垃圾放到正确的桶里。 记者 崔引 摄

线上“约”好的书到了，余小姐来到地铁站，在“天一约书”
信用借阅柜上很快完成了还书、借书，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家
住海曙洞桥镇前王村的张焱涵小朋友，经过一个月的“一人一
艺美育课堂”培训，对美声唱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近两年，随
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断发力，宁波人的15分钟“文化圈”逐
步成型，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参与文化、人人建设文化的理念得
以成为现实。

去年全民艺术普及参与率达77.62%
“现在借阅真的太方便了，以

往出门去图书馆或是书店，来回起
码两个小时。”市民余小姐家住樱
花公园地铁站附近，自从宁波图书
馆便民借书服务——“天一约书”
信用借阅柜落户地铁后，她便成了
常客，想看什么书，只要在手机上
约好，新书到柜后她就会收到提
醒，可自行前往借阅，也可以选择
送书上门服务。“这里图书种类多，
更新也及时，帮我节省了很多时
间，也大大提升了阅读效率。”余小
姐开心地说。

提及宁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一人一艺”项目堪称一大亮
点。据了解，2015年宁波在全国率
先提出和探索“一人一艺”全民艺
术普及，2016年工程正式启动。“一
人一艺”创新性地提出了“4+2”内
容体系（全民艺术知识普及、全民

艺术欣赏普及、全民技术技能普及
和全民艺术活动普及四个主要任
务和中小学生艺术普及、特殊群体
扶持两个专项任务），此举也奠定
了我国全民艺术普及内容体系的
框架和基础。目前我市“一人一
艺”社会联盟达近180家、空间联盟
36家、艺术普及点34个、艺术普及
基地2家，去年仅市本级就举办各
类培训活动15000多课时，培训市
民近50万人次。据第三方调查，去
年全市“一人一艺”综合参与率已
达77.62%。

宁波市文化馆馆长纪云飞表
示，“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
程主要用数字化、社会化、体系化
等方式，来探索宁波公共文化服
务建设中的新路径新模式，并在
全国率先形成了一个值得推广的
模式。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市民在“天一约书”信用借阅柜借书。 记者 施代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