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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惠民文化惠民文化惠民为群众幸福指数为群众幸福指数为群众幸福指数“““加码加码加码”””
撰文/李瑞存 张秀娟

文化，既是凝聚人

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

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

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

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

动。为把文化惠民工程

这一福祉落地生根，河

间市从小处着眼，从实

处做起，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创新服务方式，

构建起标准化、均等化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切实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确保各项文化惠

民工作落到实处，让广

大基层群众享受到更加

高效便捷、覆盖广泛的

公共文化服务，奏响了

新时代“文化惠民”乐

章。2019年，在新华网

举办的“第七届文化和

旅游融合与创新论坛峰

会”上，河间市摘取了

“文化传承优秀发展城

市”和“文旅融合影响

力节庆”两项大奖。今

年，河间市又被省文化

和 旅 游 厅 命 名 为

2021——2023年度“河

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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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缩短文化惠民“距离感”

暑假里，城垣西路街道西关东社区的孩
子们最爱去的场所，就是社区的农家书屋。
在这里，孩子们选好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后，
就自觉找位置坐下，静静地徜徉在书海中。

“我们村的农家书屋书本太多了，有许多我
都喜欢。每到节假日，我和同学们都来这里
看书。”正在农家书屋里读书的小学生张彤
萱兴奋地说。

“这个农家书屋真好，我们在家门口就
可以博览群书，自学农业技术、惠农政策
等。让我掌握了不少知识，学到了很多新理
念，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常来这里借阅的
村民杨青神采奕奕地说。

为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社区农家
书屋除每周正常开放时间外，每逢周六、日
还举办农家书屋活动日，精心设计活动载
体，组织志愿者进书屋辅导孩子们阅读，举
办读书交流会、红色故事交流会等活动，深
受家长和孩子们喜爱。

西关东社区的农家书屋有 6个书柜 8大
类近 3000册图书，桌椅板凳、电子阅读等
设施齐全，阅读环境非常安静，另外还配备
有体育健身器材，是一个功能齐全、内涵丰
富的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是全民阅读在农村的主阵地、
大平台，西关东社区农家书屋只是近年来河
间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的一个
缩影。在河间，像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数不
胜数。截至目前，河间市共有 20 个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639个村（社区）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均达到 100%。
规范使用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专项资
金，今年，投资5万元建成河间市文化馆综
合业务管理平台，具备对接省、市公共文化
云平台的能力，可对接文化视频、文化慕课
等数字资源，可在电脑端、微信端、APP端
等做文化馆的服务推广，建立起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服务体验方式；投资 5万元开通 5个
河间市图书馆总分馆，采用统一的管理系统
和服务平台，由总馆主导协调多个分馆共建
共享，实行文献资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
统一配送，统一服务政策、统一服务标准，
实现一馆办证通借通还。

每到暮色降临，黎民居乡的综合文化站
广场就热闹起来，人们三五成群，有的听歌
唱戏、有的跳广场舞、有的切磋棋艺，各种
群众性文化活动处处开花。“这里每天都很
热闹，跳舞的、下棋的、唱歌的，各有各的
乐趣。”综合文化站站长李淑香笑着说。黎
民居乡综合文化站 2020年完成了文化娱乐
室、图书借阅室、书法活动室及多功能厅的
提升改造。现在的综合文化站布局合理、功
能齐备，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首选地。目
前，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都是实行免费
开放制度，乡镇综合文化站设施完备、服务
高效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正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服务与教育功能。

近年来，河间市修缮了文化馆、图书
馆、美术馆、李多奎大剧院等一批公共文化
服务阵地，重点实施了文庙复建、非遗传习
所、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环境整治项目
工程，“三心两馆”建设已录入国家PPP项
目库，目前正在建设中，全市文化设施功能
进一步提升。

创新文化服务供给
赋予传统文化“时代感”

9月16日，河间市“幸福讲堂”进乡村
活动在兴村镇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河间市
文明办、妇联、团市委、民政局等部门工作

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开展讲文明、除陋习、
树新风宣讲活动。

“通过这次‘幸福讲堂’进乡村活动，
我感触很深。作为一名基层妇女干部，我会
从自身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
新风，用实际行动争做文明新婚俗的倡导
者、践行者、推动者。”兴村镇许庄村村委
委员荣田田感慨地说。

“我们将以‘幸福讲堂’进乡村活动为
契机，大力宣传零彩礼、低彩礼，丧事简
办，充分发挥好镇综合文化站的作用，引导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和宣传社会文明新风
尚。”兴村镇综合文化站站长王艳华激动地
说。

每周五下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
河大鼓沧州市级传承人李雪就会走进河间第
一实验小学，教授孩子们西河大鼓。李雪
说，河间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西河大鼓的
传承和发展，已连续举办七届西河大鼓书
会，让西河大鼓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西河大鼓是中国北方较为典型的鼓书鼓
曲形式，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
为使西河大鼓更好地传承、保护、发展、利
用，培树传统品牌，自 2009年至今，河间
市开办了 13期暑期培训班，聘请西河大鼓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领娣和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王维青、张书英、李雪授课，并在
2006年将西河大鼓引入学校课堂，先后培
训学员 3000余人次，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校
园文化。从 2014年开始，河间已连续成功
举办了七届“西河大鼓书会”，这一活动已
成为河间市的一个品牌文化项目。

河间市在创新文化服务供给的同时，注
重巩固和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效能，让文
化工程和文化活动充分承载和谐、向善等文
明道德建设内容，全方位开展文化惠民活
动，坚持群众文化进广场、入社区、下基
层，让城乡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着力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前提下，
2020年，河间市在美术馆举办了近现代画
坛大家肖像展、国画精品展、以文化扶贫为
主题的书画作品展。

今年以来，河间市文化馆、图书馆、李
多奎大剧院、美术馆、河间府署等公共服务
场所，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新模
式，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组织开展
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市图书馆举办“流动图
书馆”进基层、进农村、进学校、进工地
等，“世界读书日”你读书我买单；河间图
书馆公众号每日推出连环画“红色故事
绘”；文化馆组织文化艺术小分队下乡助
演，在县域之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展览演出交
流活动，举办乐器、合唱、书画培训班进学
校活动，课后辅导美术书法和西河大鼓等；
李多奎大剧院每周组织 4场公益放映活动，
每周李多奎大剧院公众号推出两场传统戏曲
节目；美术馆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系列画展；河间府署在重要节假日组织
各类传统非遗项目在景区内为观众现场表
演；指导各乡镇综合文化站组织文艺骨干举
办群众参与的各类文化艺术节目；5月18日，
第五届河间驴肉火烧美食节暨首届河间旅游
推介会隆重开幕，6月12日举办第三届非遗展
演展示活动；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全方位
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
演出活动等。截至目前，共组织各类惠民活
动 300余场，演出现场共发放文化惠民券
30465张。其中“百年献礼 喜迎华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剪纸作品展
览和第五届河间驴肉火烧美食节暨首届河间
旅游推介会，被央视、长城网、人民网、新
华网、河北电视台、网易新闻、国际商报、
中国旅游报、中国网等 50多家媒体相继报
道，学习强国也对这两个活动进行了报道刊
发，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河

间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化力量。
组织人员创作了一批反映新时代的文艺

精品节目，西河大鼓《大校村官》《十九大
精神筑辉煌》《河间赞》《这人情怀》等主题
作品，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精准扶贫，为乡
村振兴加油鼓劲，展现了全市上下奋进新时
代的昂扬精神风貌。

村民们高兴地说：“如今农村人的日子
真是太幸福了，在家门口就能锻炼身体、看
书、娱乐，还能看到这么多好看的文艺节
目，大人孩子都喜欢！”

建设公共文化人才队伍
“基层种文化”花开遍地

“大路高天走走走，中国朝前走……”
近日，河间市老年大学的排练厅里传来阵阵
悠扬的歌声，十几名文艺爱好者正聚在一起
排练合唱节目。他们是老年大学合唱团的成
员，正在为参加全市的群众文化团队展演做
准备。

今年 88岁的韩兆船，参加合唱团已经
16年了。“合唱团里很多人都是退休职工，
退休以后在家没啥事儿做，就加入了合唱
团，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也认识了好多
新朋友。”韩兆船乐呵呵地说。河间市老年
大学合唱团每天上午排练，有演出的时候会
集中加练，小到团里的自娱自乐，大到全市
的展演活动，他们都参加过。

“不要看我们平均年龄70多岁了，我们
也没有停止过学习。通过不断练习，现在基
本上也算是专业的表演队伍了。”韩兆船笑
呵呵地说。

为推动群众文化蓬勃发展，实现“向基
层送文化”到“在基层种文化”的转变，河
间市在各乡镇（街道）均设置了 1至 2名专
（兼）职文化工作人员，并通过集中培训、
以会代训等方式，对基层文化工作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和指导，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和工作能力，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同时，
市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通过长年开展

“结对子”“种文化”等活动，大力培养文化
骨干、扶持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依托“十百
千”种子选手培育工程，积极组织各乡镇文
化站管理人员和文化种子选手参加培训。

目前，河间市书法、美术、诗词等行业
协会蓬勃发展，协会会员、文化志愿者积极
参与，形成了城乡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创
造、共同分享”的文化服务供给新模式。

8月17日至24日，每日下午3点，河间
文化旅游抖音号的“云端”游河间府署就开
始了，讲解员变身主播，带领大家欣赏美景
的同时，讲解府署文化、诗经文化、官制文
化和一些传说故事。

无数的旅游爱好者在主播的带领下，通
过“云游”的方式打卡河间景点、品味河间
文化。

河间市以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体验型文
化休闲名城”为目标，实施“文化+旅游”
双驱动，重点打造诗经文化、名人文化、艺
术文化、美食文化、古城文化、廉政文化、
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工业文化等系列文化
品牌。目前已形成以古城风貌区、河间府
署、光明戏院、毛公书院等为代表的瀛州寻
古游；以瀛州公园、古洋河公园等为代表的
城市观光游；以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
河间第一个党支部、齐会战役遗址等为代表
的红色文化游；以刘完素庙、中医药文化旅
游产业园、中医药健康产业基地等为代表的
医药养生游等文化旅游业态。河间市以景点
为依托，通过一个又一个别出心裁的文化创
意，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互动。

在河间大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公
共文化生活中，学会品味生活、品味文化。
老百姓在享受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
中，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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