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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出家门走 10分钟左右，就可以

到最近的一个综合文化活动室。活动室面积
可能不过 100平方米左右，但是有限的空间

里有一个“文化需求二维码”。打开手机扫一
扫，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配送产品“菜单”就

跳了出来。是选 3D打印笔 DIY手工制作、
“一带一路”上的民俗舞蹈体验、科学魔术

秀、名家名段演唱会还是海派文化咖啡体

验、百乐门爵士大乐队上海老歌金曲音乐
会？扑面而来、五花八门的“菜单”还真让人选

起来颇费思量呢！

大范围推广
“菜单”点进去，能看一段视频或者图片

集，文字介绍描摹了概况。例如“科学魔术秀”

原来不仅融合了艺术、游乐与综艺，还是一档
亲子教育活动，包含了物理、化学乃至天体知

识⋯⋯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满足求知欲的导
赏可以选。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会向大家

介绍如何欣赏评弹艺术，吉他名家姚忠则会

一边弹奏一边演示技巧⋯⋯
随着前年建成 5000多个居村综合文化

活动室，这个“文化需求二维码”就在全市贴
了 5000多个。当然，如果连家门都不想迈出

去，也可以直接在文化云上找到需求菜单。在
此之前，市民想“点单”看演出，是通过一张张

放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问卷来人工反馈
的———市民在问卷上打勾，然后交给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再反馈给东方公共文化配送中
心。在问卷调查之前，则是定期开座谈会⋯⋯

记者近日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上海
已经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当

“精准化服务”成为“上海服务”的关键词时，
点对点的手机扫码，成为首选。这是一个多

方共赢的选择。据东方公共文化配送中心朱
静波表示，“‘文化需求二维码’让市民的需

求更明确，也让提供文化内容的院团、社团、
演员等各类社会主体更清晰、有针对性地优

化节目。这样良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有更多
更好的节目送到更多的点。”

上海率先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大数据助力

因为手机点单形成的大数据，也留存在

了后台，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个“需求地图”
———哪个区哪个街镇哪个居村的居民更喜欢

什么类型的节目，久而久之，一目了然。以浦
东新区为例，文艺演出中的戏曲，以及民俗文

化和非遗类是最受社区、街镇欢迎的。手工活
动、法制宣传和时事讲座也颇受欢迎，体现了

居民的心灵手巧以及旺盛的求知欲。纵观全

市，无论是青浦、闵行还是黄浦、杨浦，居民对
时常融入新生事物的“特色活动”的需求增长

速度最快。
有了这个“二维码”和“地图”，去年市区

两级公共文化内容配送文艺演出、文化讲座、

特色活动共计 3.88万场，文艺指导 7.8万课
时，电影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10万余场，受

益人次 1768万。
今年，上海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

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近期，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

会 8位专家组成的评估组，对上海推进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展开评估，实地

赴基层 27个点，进行考察，全部达成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上海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满意度评估综合得分 90.46

分。这是自 2011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示范项目）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全市

16个区共有 11个区参与了共四批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示范项目）的创建，占

比 70%。
上海已经形成了“中心城区 10分钟、郊

区 15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的目标，是依
托了背后市、区、街镇、居村四级公共文化设

施网络。人均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从十二
五末期的 0.15平方米增加到 2平方米。十三

五期间，还积极推动建设介于街镇、居村中间
的 3.5 级“邻里中心、街区中心”；设置村居

4.5级“客堂间、睦邻点”等基层服务点。还与

社会机构共建公益性文化服务的城市书房、
智慧图书馆、望江驿等新型公共空间。

创建 7年的上海市民文化节，已累计服

务市民超 1亿人次，成为上海重大文化品牌
项目，实现了系统内“小循环”到社会化“大循

环”的转变，用小力气，做出了大事情，有力推
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发展。 本报记者 朱光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不仅仅意味着要引进多少国际名家名

团到上海举行首演、原创多少票房过 10亿元的影片，还包括市民百

姓能在低价甚至免费的前提下，以最便捷的方式，欣赏、参与最喜欢

的文艺体验活动。 如果没有追求美的市民，如水一般载着艺术之舟，艺

术之舟也漂浮不了多久。 爱美、爱艺术的市民，是最基础的观众。

把眼光放得长远些，在最基础的观众群里，还会成长起艺术家。 当徐

峥还在市二中学读书时，他只是一名热衷参与文艺活动的中学生，一个

受益于公共文化的孩子。当时，他不会想到“囧”系列影片在如今会大受

欢迎。

公共文化做得好，还会孵化出热衷推广文化的公益组织。 二十

多年前，“白领话剧”兴起，大家对“小剧场戏剧”一知半解。 当时，没

有社会组织来承担“导赏”这一功能。国家级院团忙于摸索市场，

民营戏剧公司也在市场里沉浮：“我们能活下来就很好了，

哪儿有空做艺术普及？ ”如今，导赏课程被大量需要，

且让专业演员又找到了新舞台……大家都

开心，城市更美好。 朱光

文化民生

马上评    上海已经建成———

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 23个、街
镇图书馆 216个

市区两级文化馆 24个、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 216家

标准化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
5546个

东方社区信息苑 311个

美术馆 89家

博物馆 131家

上海市区两级注册文

化类社会组织达到 1200

余家， 较 2015年增长

近 30%

数字里的公共文化

■ 公共文化配送产品菜单不仅给市民提供方便，也为配送提供了数据支持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 公共文化配送产品菜单

手机点单 共绘需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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