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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全国部分文
化馆联盟优秀合唱团展演暨第
二十五届“缙云之声”合唱节开
幕。由全国部分文化馆选送的
10 支合唱团近 500 人齐聚我
区，放歌巴山夜雨地，唱响新时
代旋律。

“缙云之声”合唱节是我区
特色文化品牌。与往年不同的
是，本届合唱节不仅邀请了全
国部分文化馆选送优秀合唱团
参与展演交流，活动还纳入了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品牌文化活
动直录播项目，通过“互联网+”
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将网络录
播与现场展演相结合，实现了
文化资源的共创、共建和共享。

这是我区不断深化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我区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着眼城乡之间、不同
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基本公共
文化权益保障，不断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让广
大群众切实共享文化发展成
果。2016年9月，我区以西部第
一的成绩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2018 年 12 月 17 日，难得的冬日暖
阳。在静观镇集真村的多功能文化活
动室，村民刘志容匆匆吃过午饭便赶
来和其他村民一起继续排练腰鼓节
目，为村里的迎新文艺演出做准备。

“ 以 前 闲 了 就 喝 酒 、打 牌 、搓 麻
将。”集真村老年协会会长杨永国对村
民们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的变化感触颇
深，“现在村里有了市民学校，还有农
家书屋、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文化活动
室……村民闲暇时就在这里阅读上
网、下棋打球、排练文艺节目。”

这样的变化，得益于我区“城乡一
刻钟文化圈”的构建。文化设施是文化
惠民，让群众享受文化服务的基础。近
年来，我区紧紧围绕“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一体化发展”目标，以“城乡一刻钟
公共文化服务圈”为标准，按照“圈、
带、点”的思路，科学布局和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体系。

巩固完善核心“圈”，在全市率先
建成文图博美体“四馆一中心”区级设
施网络体系，17 个街镇综合文化站全
部达到国家等级站标准，建成177个村
社区文化室。创新打造旅游“带”，在旅
游“带”上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项
目，建成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大院。夯
实终端服务“点”，在农村建设300个文
化中心户，在城市建设 20 个文化生活
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现了城乡全
覆盖。

这些科学布局的文化设施都免费
向市民开放。据介绍，我区在全市首批
免费开放试点的基础上，由规定的“二
馆一站”扩大到“四馆一中心一站”，由
文化系统扩大到团区委、区妇联、西南
大学、嘉陵书画院等群团和社会单位，

“文图博美体”等新增免费开放项目24
项，数字服务、特殊服务等不断增加免
费开放内容，不断提升服务项目的文
化内涵。2018 年，全区免费开放总面积
达9.49万平方米，服务项目68个，服务
群众125万余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我区围绕贯彻《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了《北碚区
关于建设文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十三五”时期，在北碚中心城区
适时规划建设综合性博物馆、综合性
演艺中心，在两江蔡家新区、两江水土
高新技术产业园规划建设两江科技
馆、两江艺术中心。提档升级北碚图书
馆，建成“梧桐语书屋”，建立馆外流通
点30个，建成首个“24小时城市书房”，
完成区文化馆维修工程。同时，针对广
大受众文化需求，加强广播电视覆盖
工作，实现农村地区广播覆盖率和行
政村有线电视通达率两个 100%。建成
全区农村综合广播信息系统，免费发
放直播卫星12079套；实施有线电视数
字双向化改造，新架设传输光缆 1400
公里，新设光接点6456个，确保收听收
看好广播电视。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普
及与运用，近年来，我区加快推进

“互联网+文化”“文化+科技”，建
设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并在

全国建成首个数字文化馆，使城乡
居民足不出户，通过电脑或手机就
能参与和享受文化服务。

据介绍，我区数字文化建设的
基本思路是“体系化、联通性、交互
式，用起来”。2014 年 9 月，我区开
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碚
壳”正式上线，将 300 余种报刊、60
万册电子图书，以及“文图博美影”
和工青妇、高校等部门的文化资源
整合在一起，城乡居民借阅图书、
预约活动场地、查阅影院资讯、了
解展览和培训信息等，均可通过手
机客户端、电脑网站、LED 屏一体
机等登录“碚壳”平台完成。

2018 年，北碚数字文化以“用
起来”为切入点，在“有用”和“好
用”上下功夫，大力实施文化部基
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项目，切
实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在基层“用起
来”。提档升级“碚壳”，对接国家公
共文化云和重庆市公共数字文化
平台，增强“互联网+文化”的受众
体验感。创新研发基层数字文化站
业务管理系统、专题文化资源库推
送系统，有力提升基层文化站的工

作效率，为基层学习教育、文化活
动的策划和开展提供便利和专业
指导。完成天生街道、北温泉街道、
童家溪镇数字文化站试点建设，配
置迎宾机器人、少儿桌式一体机、
远程实时培训终端等数字体验设
备，深受群众喜爱。预计到 2020 年，
全区将实现基层数字文化站全覆
盖。

此外，北碚文化馆建立的公共
文化物联网服务平台，让群众自主
掌握文化服务选择权，并实现供需
精准对接。2018年，全年物联网配送
3355 次数，76600 名志愿者参与配
送，服务442237人，数字公共文化资
源（作品或者产品）190个；北碚图书
馆以及各街镇文化服务中心和部分
村社区并入全市通借通还系统，
2018 年 到 馆 读 者 473897 人 ，借 阅
53251 人次，借阅册次 223343 册，持
证 读 者 56586 人 。北 碚 博 物 馆 于
2015年开发了北碚区博物巡查APP
系统，对全区文物实行常态化监控
管理。2018 年，巡查国家级文物 156
次、市级文物 42 次、区级及区级以
下文物266次。

近 年 来 ，金 刀 峡
镇的一群古稀老人自
发组织起来，搜集研
究偏岩古镇的民俗文
化。这些传统民俗文
化，如今已成为金刀
峡镇的文化品牌。

老人们翻山越岭
探寻文化源头，整理
那些口耳相传的民俗
传说；他们各展所长，
办黑板报宣传古镇民
俗，向居民传授演示
手工技艺，发展“新鲜
血液”。在他们的努力
下，龙舞、狮舞、旱船、
唐门彩扎、偏岩耍锣
鼓等传统民俗得以重
焕生机。

“ 像 金 刀 峡 镇 这
样，北碚的每一个街
镇几乎都有自己的文
化品牌，比如澄江板
凳龙、三圣大鼓、童家
溪同兴金镲等。”区文
化和旅游发展委相关
负责人说，“这些文化
品牌，使北碚的公共
文化服务示范活动有
了本地特色，也让群
众有了文化小康的获
得感。”

自 2016 年获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的称号后，我区就着手进
一步打造文化品牌，不仅引导各街镇
根据文化底蕴打造本地品牌，还在全
区集中打造出一批具有特色的公共文
化服务品牌。其中，我区持续培育的

“缙云五品牌”文化活动，创新策划组
织的“群众坝坝舞星级争霸赛”“群众
文化艺术节”“碚城同读一本书”等活
动，让城乡居民共享了极具特色的公
共文化服务。

文艺创作方面，围绕全区中心工
作，策划实施“叩击·金刚碑”“北碚抗
战遗址·嘉陵江小三峡”等采风创作活
动，持续开展“北碚印象”大型采风创
作活动，热情讴歌全区各行各业的建
设成果和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全区
文艺生产创作呈现持续繁荣的景象。
据不完全统计，5 年来，全区累计推出
各类原创作品 2400 余件，获得市级及
以上奖励 300 件 (次)、各类专业奖项
1100 件(次)。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使命开启
新航程。当前，我区正以建设文化高地
为目标，进一步突出群众主体地位，不
断加强制度设计、健全服务网络、创新
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为全区群众
带来更多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邓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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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剧目《丑角》入选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 CS：GO 国际邀请赛在北碚缙云体育中心举行。

2018 年10 月26 日，全国部分文化馆联盟优秀合唱团展演暨第
二十五届“缙云之声”合唱节在西南大学光大礼堂举行。

北碚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

流动图书车送图书下基层。

重庆两江艺术团赴西班牙萨拉戈萨市参加第22 届国际民间舞蹈艺术节。

创新数字文化建设，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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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不断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让广大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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