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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近距离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非遗的无穷魅力，
在孩子们心中种下非遗传承和保护的种
子，我们以全市各级非遗项目为载体，以
非遗保护传承基地为依托，开展了非遗主
题研学活动。”银川市非遗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一堂堂有趣的非遗体验课，既锻炼
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又培养了他们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在
体验中感悟，在感受非遗魅力的过程中不
断提高传承兴趣，争做“小小传承人”。

“面对群众多元化、宽领域、优质化的
文化需求。我们以银川市文化艺术馆为
主阵地，持续开展一系列公益性艺术类培
训，面向基层、面向广大文艺骨干和群众，
设置声乐、舞蹈、书法、美术、民歌、非遗、
广场舞等培训项目，针对性地推进艺术普
及和修养提升，激发群众参与文化的热
情，在无形中厚植了基层文艺团队发展壮

大的土壤。”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
人说，“2023年，我们持续开展老年大学、
周末大讲堂‘星萌’少儿、‘星梦’青年长期
公益培训，服务群众达10万人次。组织
专业干部深入银川市各乡镇、街道社区、
残联、部队等基层帮扶点开展‘结对子种
文化’百场培训下基层活动，12名专业干
部针对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进行声乐、舞
蹈、戏曲、广场舞等培训项目共计129场，
服务约36000人次。”

同时，市文化艺术馆大力开展全民艺
术普及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为群众提供
艺术知识、艺术欣赏、艺术技能、艺术精品、
艺术活动的服务。举办的惠民艺术培训
班，实现了少儿、青年、中老年人群全面覆
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周内+周末”
不打烊，延长了服务时间；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把丰富的精神食粮送到
基层，送到百姓的身边。

银川市持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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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群众对美好生活需
求的日益增长，以城市书房、
文化驿站等为代表的各类新
型文化空间不断涌现，形成
公共文化蓬勃发展的崭新气
象。近年来，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采取试点先行、分步实
施、巩固提升的模式，按照“8
个有”的建设标准，在全市范
围内打造了120个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为群众提
供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全
面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今年以来，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主动对接群众需求，
厘清思路、科学谋划、补齐短
板，深耕细作，继续大力推进
老旧文化站点、农家书屋整
改提升，盘活改造乡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0个，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
展，充分满足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

“今年，我们投入450余
万元，以打造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为载体，精准对接群众
公共文化需求，拓展新建阅
读岛、文化驿站、文化会客
厅、民宿书吧等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20个，多维度开展阅
读、培训、艺术展览等丰富多
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让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大门常开、
活动常新、群众常来’，在全
民艺术普及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给群众带来全新的艺术
体验。”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相
关负责人说，“下一步，我们
将按照全年工作计划，全面
推行‘菜单式、预约式’服务
机制，扎实开展‘四送六进·
文化惠民’活动，注重满足残
疾人、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
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文化需
求；大力推进传统文化、高雅
艺术普及推广工程，打造银
川活动品牌，深入开展‘传统
文化进校园’‘文化惠民·一
元剧场’‘百名文化专家志愿
服务团基层行’‘结对子·种
文化百场培训下基层’等活
动；推进‘农业+旅游’融合发
展，充分发挥乡村设施农业
及自然景观等资源，打造集
文化传承、民宿体验、生态观
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
旅游景点。”

文化广场上，群众舞步翩翩、歌声飞
扬；文艺演出中，演员身姿优美、尽展才
艺……在银川，由政府送文化、居民群众
乐享其中的“文化惠民”活动已成为一道
别样风景。

今年以来，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继
续深入实施文化润市铸魂工程，全面推行
菜单式、订单式服务机制，扎实开展“四送
六进”“你点单·我送戏”活动，完成“戏曲
进校园”活动107场、“湖城之夏”广场文
艺演出1041场、送戏下乡演出1313场，
实现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质量文
化演出的愿望。同时，结合“我们的节日”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举办“欢天喜地闹新
春”2023年银川市社火大赛、“非遗过大
年·新春赶大集”“品年俗年味·送福送春
联”“颂传承·敬匠心·迎端午”等活动30
余场次，持续开展“你买书·我买单”“4·
23世界读书日”“亲子趣多多”等全民阅

读推广品牌活动100余次，群众文化实现
多点开花。

“今年，我们还成功举办了第十九届
群星奖获奖作品展演暨2023年银川市
广场民族健身舞大赛，‘梅花秦韵·绽放
湖城’2023 年银川市第八届秦腔节活
动。积极开展‘聚银之地 幸福之川’2023
年银川市民文化艺术节，‘爱尚银川 塞上
金秋’文化旅游消费季暨‘行游塞上湖城
畅嗨大美银川’黄河贺兰山文化旅游节，

‘大地欢歌 乡村振兴’2023年银川市乡
村文化活动年系列文化活动，受益群众
80万人次，不断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提
升品牌文化影响力。”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相关负责人说。同时，依托图书馆、文化
馆、文化驿站、城市阅读岛等公共文化场
馆，精心策划了文学讲座、艺术公益培训、
文化艺术展览、科普研学等一系列全民艺
术普及活动，拓展品质文化生活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进校园。

文化活动多点开花

文艺课堂按需定制

人文体验更加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