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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记 者

在华泾工作的

80后公务员王丽娜，

家里和市民文化节相关的大大小小奖

状已经有10多张。生活在上海，王丽娜为和市

民文化节同行不亦乐乎。

融入百姓生活
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吴鹏宏回顾这10年，市民文化节始终探索创新“超大

城市举办全民参与的重大节庆”的运作模式，实现了由

政府主办向政府主导转变，办节主体由体制内向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转变，视角由关注“节”向聚焦“人”转变，

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主角”和“主力”。

10年来，市民文化节始终坚守让人人出彩的办

节初心，不断深耕“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各方参与、

群众受益”的办节机制，使贯穿全年的市民文化节成

为人民的节日，在共创共建、共融共享中，和市民共

同成长。

2015年王丽娜参加上海市民文化节中华语言文

字大赛，从初赛一路闯入决赛、总决赛，最后获得冠军，

本报曾报道过。之后每年的市民文化节，王丽娜遇到

感兴趣的主题都会参与，女儿长大后，她还带着女儿

一同参赛、一起阅读。王丽娜在徐汇区“汇讲坛”中讲

述自己和阅读结缘的过程，参与读书会的TED演讲，

逐步从参与者、欣赏者成为分享者、传播者。

听了王丽娜的故事，让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想

起了一次出租车里的对话，那位来自外地的司机说，

即使以后自己离开上海，也一定要让两个孩子留在上

海，从小感受上海的文化生活。毛时安因而感慨：“上

海不但要为精英提供文化服务，也要成为芸芸众生的

精神乐园，永不落幕的市民文化节，便是‘全过程文

化’的生动实践。”

提升基层活力
2013年大年初一，市民文化节首次发布赛事主

办“英雄帖”，一时间，全市各区争先呼应，踊跃举

手。在今天看来，那次“举手”，是上海市民文化活

动推动机制的一次全新重构。以闵行区承办的市

民合唱大赛为例，从居村发动，到街镇海选；从区级

复赛，到市级决赛和展演，每一个文化单位都是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凡有一个环节不给力，整个活

动效能就会大打折扣。市民文化节就这样让每一

层级的文化工作者以全新的姿态面对平台的系统

搭建。

市民文化节面向的是社区，聚焦的是民生，服

务的是市民。10年来，80%的市民文化活动举办在

社区，延长服务、满载运行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数

量大幅增长。基层文化队伍在高密度的活动策划

和组织中得到成长提升，普陀区长征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主任卢红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转型，成为

兼任编导演、音控师、指导员等多项身份的复合型

文化工作者。

基层文化的活跃繁荣也助力了基层治理方式

的变革升级，广场舞自治组织、“百姓明星”志愿服

务、“菜场书屋”项目、“熟人社区”计划等应运而生，

构建起市民自治网络，激发了群众强烈的社区归属

感和认同感。

增强城市动能
创办至今，上海市民文化节已成为上海公共文

化服务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活动之一，也为

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

的样本。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

蒯大申认为，市民文化节最大的创新是实现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发展，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整体转型升级。

从上海市民文化节中可以看到，传统的“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员工”模式，正在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多元主体”模式。这个主体可以是企业、社会组织、社会

文化团体，也可以是基层群众文体团队。云平台和各种

数字服务手段的广泛运用，

各种社会资源在这个平台上集聚，转化

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由系统内“小循环”发展到社会化

“大循环”，真正实现“用小力气，做成大事情”。

上海市民文化节自创办以来，累计开展各类活

动40余万项，服务近2亿人次，有逾千家社会主体先

后承办、举办、参与、服务各项活动。这就是来自上

海市民文化节平台的巨大力量。通过10年的发展和

探索，上海市民文化节不断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内

涵，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边界，不断跨界、出圈，

开发出了一批又一批超越传统公共文化范畴的新空

间、新玩法，已成为一个具有不竭创新动力和强大创

新能力的创新之源。 本报记者 赵玥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电影《敦煌女儿》的

主创人员日前走进海洋大学校园，为来自上海

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电

机学院、上海建桥学院和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的同学们带来一场有料有趣的思政课。

这堂“大思政课”非常特别，主讲的两位老

师正是电影《敦煌女儿》导演滕俊杰和主演茅善

玉。课程伊始，500位师生一起观看了这部正

在热映的沪剧电影。该片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

长樊锦诗先生为原型，真实还原了她在敦煌进

行考古、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事业的50多年的

风雨历程，同时也展现了莫高窟在世界文明史

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她心中的答案，一直

都是敦煌！”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学

子观影后感慨道。

导演还与师生介绍电影的创作理念，向大

家阐述他们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拍摄

时，碰到风沙是家常便饭。但我们深信：自找苦

吃，方能屹立；吃得苦中苦，方能万物生。我们

深入戈壁沙漠、三危山、九层楼、石窟等地进行

拍摄，就是力求真实展现莫高窟之美和几代敦

煌人保护敦煌文化的初心和历程。”

    年 月 日，时任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

长的萧烨璎和市群艺馆党支部书记张洁，邀我一

起到市群艺馆商议如何打好上海市民文化节的

“开门一炮”。

我们三个坐在一个如今已经拆掉的不过二十

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喝掉了好几个热水瓶的

热水。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上海一年举办 万

场公共文化活动是否可能？我们意识到    年

上海世博会短短   天里也举行了 万场活动，至

少说明上海是有能力、有空间举办 万场活动的，

再把时间拉长到   天，看来实现 万场不是不可

能。因而，大家进一步深入探讨，怎样言简意赅且

醒目地表达“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理念。

我灵机一动，提议可以用“发英雄帖”这个概

念来点题，得到萧馆长和张书记两位同仁的热烈

呼应。以往，都是武林大会发英雄帖，上海市民文

化节其实也是文化大会，也欢迎各路英雄前来各

显身手试比高。萧馆长和张书记，进而提出期待

两天后，也就是大年初一可以刊登在晚报显著位

置。探讨终有成果，自然内心欢喜，无意抬头一看

窗外，正好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雪：“你们看，下雪

嘞！”此时天色渐暗，萧馆长说：“你快回家哦，今天

是小年夜……”

于是“首届市民文化节发英雄帖”一文刊登

在    年 月  日大年初一新民晚报的头版头

条。如今，大家都能意识到举办市民文化节的

目的，就像雪花一样普降大地——为上海市民搭

建舞台，体现出“人人都是软实力，人人展示软

实力”。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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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电影《敦煌女儿》
主创走进校园

临港高校学子同上一堂“大思政课”

首篇报道

10年前，上海市民文化节的首篇报道刊
载于2013年2月10日大年初一的新民晚报
头版头条；10年后，上海市民文化节已成享
誉全城的全年品牌，“过节就是过日脚，过日
脚就是过节”正是永不落幕的市民文化节的
口语表达。昨天下午，上海图书馆东馆乐享
厅人潮涌动，一同为市民文化节3月23日10

岁生日庆贺，厅外长廊挂起的37张海报见
证了上海市民文化节10年的发
展历程和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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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万项活动
服务近2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