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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荟萃，文化机构云集，长宁区这片37.19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有着69.4万常住人口，曾三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区”和“全国文化先进
区”。2018年4月，长宁区获得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资格，并于2019年顺利完成中期调度任务。

百尺竿头，步步攀升。两年多来，长宁区充分彰显“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将创建示范区作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重要抓手，对标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全球卓越城市和
长宁国际精品城区建设，全力打造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现实样本与创
新典型。服务国家战略 核心区位勇担当

长宁区?于沪宁、沪杭发展轴的核心区位，紧邻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是上海服务长三角的重要功能

区。长宁区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现
出了示范区的文化担当。

2018年 10月，长宁区牵头长三角 39个示范区
（项目），建立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公共文化领域合作

机制———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合作机制，发布《虹桥宣言》与《合作章程》，并
同步举办发展论坛、群文展演。2019年 3月，长宁区

首次实现跨区域举办、市区联?、长三角地区联动，

首次实现了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联合参展。两天会
期共吸引 240家参展单位、1500家采购主体、1万余

人次参加，现场成交意向金额达 1.04?元。2019年
11月，第二届合作机制大会在安徽铜陵举办，今年

下半年，第三届合作机制大会将交棒给江苏镇江。
文化馨香从上海中心城区弥漫到全市乃至长三

角地区，周边居民也因此感受到一体化的文化便利。

“上海之春”国际?风琴艺术周巡演、版画巡展、阅读
马拉松、全球文旅住宿大产业博览会等一系列活动

来到长三角地区，“四个一”项目让长三角地区实现
了城市阅读一卡通、公共文化服务一网通、公共文化

联展一站通、公共文化培训一体化。
区域联动也在不断扩大。长宁区与北京市西城

区每年联合举办馆际交流、馆藏精品展，与新疆克拉
玛依、塔城市、喀什市开展文化旅游交流，力争形成

长三角地区与京津冀、“一带一路”地区参与一体化、
共建一体化的生动局面和良好氛围，携?共建推动

文化和旅游更广阔发展。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长宁区培育引

进了一批文化领域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头部主播
李佳琦团队落户长宁，24位文化工作者被评选为区

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16位全国文艺类金奖个人受
到区文化基金资助。

优秀公共文化人才也在长宁区成立大师工作室，
京剧、沪剧、民乐、舞蹈、版画、根雕等 10个名师工作室

落地生根。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表示，长宁区一
直有着丰厚的舞蹈和美术资源，引入名家大师牵头的

文化资源，让公共文化普及有了更为具象的载体和平
台。借助工作室举办的活动，文化艺术推向周边居民，

甚至在全市、全国范围产生了影响力。

促进文旅融合 创新模式强引领
长宁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虹桥路、新华

路、愚园路、复兴路-?山路（部分）4个上海市历史

文化风貌保护区，72?文物保护单位，37家文博艺
术类场馆，121?优秀历史保护建筑，900多栋具有

百年历史的花园洋房，是上海近代海派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长宁区从 2003年起连续 17年举办“虹桥文化

之秋”艺术节，和旅游节、购物节“三节合一”。每年长
宁区策划百余项文化和旅游活动，既有“城市文化微

旅行”“老洋房巡游”等日间项目，也有连续举办 22

届的德国啤酒节、上海动物园蝴蝶展等促进夜间消

费的活动，为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贡献力量。
沉浸式体验，在地化旅行。长宁区文旅局副局长

陈丰在首届五五购物节“局长带你游”、首届夜生活
节、非遗会客厅等直播带货活动中，用直播形式宣传

长宁文化，带动体验式经济，促进消费回补。海派文
化讲堂、线上?工课程等，开发出非遗衍生品、文创

产品、长宁特色微旅行等云端销售，以常态化的线上
文化推介活动，为市民精心挑选和讲述长宁文化故

事，助力长宁区域经济逆势飞扬。
文旅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塑造着

城市公共文旅空间。“愚园路街区”被列入上海首批
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域，“粟上海”社区美术馆荣获

“美好生活”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基层文
化空间最佳案例奖”……长宁区以国家级文旅融合

试点为契机，着力打造长宁民俗文化中心、长宁区图
书馆等 5家文旅融合试点单位。

今年，长宁区为打造“永不落幕的文采会”，开发
全国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线上交易平台“汇文采”，

采用“数字服务+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采购”的共建
共享模式，探索建立精准对接、效能优先的文化和旅

游公共服务新业态。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没有遏制群众对公共文化

服务的渴求，反而催生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服务
的新常态。

闭馆 50天后，长宁区图书馆在 3月 14日恢复
部分开放。开馆当天不到 9时，已经有迫不及待的

热心读者前来大门口等候，并见到了疫情期间在其
一楼大厅推出的“大白”神器———预约借书柜。

市民读者可在“长宁微图”公众号浏览挑选心

仪的书籍，并线上预约。收到“预约成功”的微信通
知后，读者可前往图书馆凭证领取图书。馆内曾经

的“24小时无人值守图书馆”被改成“疫情期间综
合外借室”，基本涵盖了所有图书类别、馆藏上万

册书籍，与预约借书柜相互补充，可以满足读者的
基本借阅需求。

截至目前，“大白”共外借成人书籍 2225册，
少儿书籍 670册。通过“线下关门，线上开花”的图

书借阅新方式，居民们感受到了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建设的新成果，社区文化中心、博物馆和美术馆

等更多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也效仿开放。
“数字长宁”产业高地优势不仅于此。此前，国

内首款 5G?机在长宁首发，区内入驻了深兰科
技、科大讯飞等国内顶尖的数字科技企业，人工智

能也应用于社区百姓的“新开门七件事”。
“AI+社区”（人工智能社区）在北新泾街道率

先建成，这个名叫“乐爱家”的居民区综合文化活
动室，以人工智能 5G深度应用为特色，为上海市

首家。它拥有智慧书房、智慧社区体验厅等功能，
并在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

在区级总馆、社会分馆、社区文化中心和居民
区活动室等三级场馆，AI技术辅助建立起了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监测和评估系统，反馈群众的参与
度、满意度（愉悦指数）。依托这些服务质量反馈数

据，政府部门的决策与投入有了更科学合理的参

考依据。
抗疫期间，长宁区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团队以艺

抗疫，共创作摄影、美术、书法等作品 1000多件，原
创诗歌、歌曲 50余件。利用互联网云技术，举办各

类线上活动 301场，服务群众 182万人次。长宁文
化艺术中心开辟的新品牌“长桌派”每月直播，一经

推出，反响热烈，前 4期节目浏览量达 150万。
云资源、云展览、云采购、云集市等形式，让长

宁区打造了系统性、集成性的文化云平台 2.0版本。
“长三角文旅云”等各级文化云，则实现了“十万观

众进剧场、百万观众在现场、千万观众在线上”。

应对疫情危机
数字服务新常态

精耕国际品牌
长宁特色巧彰显

创建示范区以来，长宁区以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塑造“长宁文化”特色品牌为指引，

以建成“文化国际城区、文化时尚街区、文化
活力社区”为目标，逐渐形成国际级、国家级、

市级系列品牌文化活动，打造独具魅力、充满
活力的文化强区。

长宁区作为上海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

口，聚集了上海市三分之一的外国领事馆和
一半的外交官邸。为吸引这些涉外机构共同

参与，区文旅局对照上海市标准，编纂了高质
量的导览词，深挖建筑背后故事，做到游客扫

码进入可以听语音、看照片、读文字，并提供
中、英双语种选择。

同时，为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与文化共建，长宁区持

续举办 10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中外社区
文化节等活动，引进国内外优秀的民族民间

文化团队及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高质量的文化设施，能满足各种口味的

文化“大餐”，跨界融合的特色文化活动……
涵养着国际精品城区的温度和品格，彰显着

“一区两群三圈”的文化品牌格局。近两年上
海长宁国际草地钢琴音乐节、上海世界音乐

季、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项目、国际半
马音乐节以及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惠民演出

等高规格活动的不断落地，方便了长宁市民
就近体验国际精品文化的魅力，也为长宁本

土文化品牌注入新活力。
示范区的创建不仅覆盖各条街道，更要

渗透每个“细胞”。调动社会力量、发挥市场主
体作用、加强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只有加强协

同和联动，“细胞”们才能勾勒出公共文化的

美妙图景。
位于愚园路公共市集二层的“粟上海”社

区美术馆是沪上首个与专业美术机构合作植
入社区的公共艺术空间，以政府、企业、社区

居民三方共建共治共享的形式免费对外开

放。还有“上生·新所”，经过上海万科 709天
时间的修葺和改造，其原本封闭的两边通道

打开，与周边的生活空间连通，免费开放给周
边的居民，成了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的文

化新地标。
而武夷路“295空间”曾经是为社区居民

服务的公益项目用房，改造后转变成为具有

海派特色的文化新空间。平日里，阿姨爷叔在
这里练习合唱、参加讲座；年轻人坐在户外空

间喝着咖啡欣赏沿街风光，居民们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惬意的文化空间。从“拆、改、留”到

“留、改、拆”，这座昔日贩卖葱油饼、扬州狮子
头的“烟火气”马路焕然一新。

城市更新不仅赋予老建筑人文气息，还
进一步夯实了老街区“1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

圈”的构建。年轻人有了奋斗的空间，居民能
够共享城市更新的成果，历史文脉得以传承，

片区文化特色得以发挥。“文、商、旅”融合发
展的跨界生活美学街区已在长宁区初现。

下一步，长宁区将通过提升城区经济密

度、统筹城区资源、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
在社区、街区有限的更新空间内，进一步实现

上海中心城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自我更新造
血”，在探索公共文化新空间拓展的同时，深

入探寻社区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