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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
东绘就高质量公共文化的迷人画卷绘就高质量公共文化的迷人画卷
浦
东

今天是我国第七个“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历经两年多的筹
备，下午，位于浦东新区群艺馆内
的浦东新区非遗体验馆揭幕。这
座实物与微缩模型相结合、运用
多种现代化展陈方式布展的非遗
博物馆惊艳亮相，让  项浦东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新家”。当
天，“今潮非遗 精致生活”    年
浦东新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
题宣传活动也拉开序幕。

这只是浦东高质量公共文化
的一个缩影。去年，国家对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第一第二批
一起复核，浦东新区荣获东部地
区优秀的优异成绩并因表现突出
获国家文旅部表扬，国家文旅部
点评“示范区建设推进有力，创新
发展成效明显、亮点突出，很好地
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聚沙成
塔、奔流成河、山川相连……浦东
正绘就国际范、中国风、田园色多
姿多彩的迷人画卷。

2023年浦东新区“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期间，将

为广大市民献上非遗文化集市、

“绣外慧中——上海绒绣环球旅行

记”上海绒绣艺术大展（中华艺术

宫）、“大艺非凡 理想之城”云南大

理非遗展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在6月10日-11日的非遗文

化集市上，浦东群艺馆满载来自

上海和浦东新区的数十项非遗项

目，以及众多热门美术馆、博物馆

和网红文创产品，一起“组团”亮

相。这次活动还引入了近年来备

受年轻人喜爱的汉服主题，汉服

爱好者可以身着美丽汉服，

与来自上海各高校汉服社的

年轻人一起，在集市上沉浸

式感受墨海雅集、茶漪，自己

动手制作古风饰品与团扇、

香囊等吉祥物，欣赏由上海

市越剧院和上海市沪剧院带

来的中华传统戏服展示等国

风系列体验活动。

同时，非遗文化市集

上，还将集中开展各类非

遗项目的展示、展览、展

演、体验、义诊等活动，充

分展现近年来浦东非遗

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可

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以及非遗

和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生活带

来的美好变化。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

主任张磊介绍，随着非遗、汉服等

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群中的热度和

人气飙升，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

密码。为此，今年的“今潮非遗

精致生活”2023年浦东新区“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格

外注重与年轻人互动，希望更多

市民，特别是年轻人走进非遗、感

受非遗并爱上非遗，让非遗在与

年轻人的碰撞中焕发新生机。

当非遗遇见年轻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从2006年，浦东锣鼓

书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

为浦东非遗的“001”号。十多年

来，浦东新区的非遗保护工作积微

成著、走向系统化保护。

据悉，浦东全区现有83个项目

列入国家、上海市和浦东新区各级保

护名录体系，在全区36个街镇中，已

有30个街镇立项保护。其中，有8项

列入国家级名录，35项列入上海市级

名录，40项列入浦东新区级名录。全

区现有各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73名，市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8个，

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社区传

承工作室15个，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

地13个，区级非遗保护传习所9个，

涵盖学校、社区、文化团队等各个领

域。近三年，浦东组织上海绒绣、浦

东说书等25个浦东非遗项目进校园，

惠及上海同济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北蔡中学、建平实验小学等48所

学校。还与教育局合作开展“境外学

生看浦东”——中文风采展示活动，

浦东1400余名境外学生与7个浦东

非遗项目“亲密接触”。此外，市级项

目《瓷刻》传承人以公选课的形

式，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授

瓷刻艺术，并计入学分，实现了

非遗项目在校园的学科化、常

态化教学。后续上海绒绣项目

也将进入二工大开设选修课

程，80个选修课名额供不应求。

未来，浦东非遗工作将

继续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联

动，以特色街镇为依托，设立

浦东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

进一步规范非遗保护体系管

理机制，推进“互联网+文旅”

结合，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

全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非遗保护积微成著

“逆袭”从何而来

浦东非遗博物馆内景

▲

三林舞龙 郑峰摄

“中央赋予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战略使命，上海定

位浦东打造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的重大任务，我们责无旁贷。”浦东新

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玮表示。

2016年10月，在市文旅局的

全力指导下，浦东新区获评第二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成绩固然可喜，但浦东深知当时还

有很多不足，比如重大文化地标相

对缺乏、文化空间布局尚不均衡、

文化人均指标严重不足、精品原创

屈指可数、重大品牌凤毛麟角等。

针对上述短板，浦东开展了“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打造文化高地”一

号课题，出台落地一批实施意见、

专项行动方案。经过6年来的不断

努力，浦东各项公共文化指标领

先，去年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第一第二批一起复核，浦东

荣获东部地区优秀的优异成绩。

这样的“逆袭”从何而来？这

源于浦东立足国家战略、聚焦上海

定位、坚持人民至上，通过“六个着

力”推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打造一批品牌设施空间，

着力构建最优设施体系。上图东

馆、上博东馆、浦东美术馆等一批重

大文化地标设施构建浦东最美天际

线。上海大歌剧院、梅赛德斯-奔驰

文化中心、前滩31文化演艺中心、

宋城演艺中心等重大演艺设施，助

力亚洲演艺之都在浦东崛起。望江

驿、张江科学城书房等一批示范空

间，共同组成都市风景线。

——推出一批首创，着力彰显

先行担当。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已经成为全

国公共文化的创新标杆，大赛批量

转化的成果，如吴昌硕纪念馆、浦东

历史博物馆、融书房、暖亭等，纷纷

成为网红打卡地。浦东首创的文采

会已经走向全国，浦东公共文化场

馆延时服务今年将实现全覆盖。

——涌现一批文化活动品牌，

着力提升浦东文化亮度。“一带一

路”电影周、浦东文化艺术节、陆家

嘴读书会等品牌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群星奖、国家院团等国家级资

源，持续助力浦东节庆品牌能级提

升。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三林

国际龙狮文化节等“一镇一品”百

花齐放，形成强大品牌矩阵。

——绽放一批文化原创作品，

着力讲好浦东故事。原创交响乐

《浦东交响》、琵琶组曲《乐鸣东方》、

报告文学《浦东史诗》、电视剧《大江

大河》《大浦东》，以及未来的“新时

代浦东史诗”系列原创，见证

浦东奇迹，讲好中国故

事。

——集聚一批文化领

军人物和龙头文化企业，

着力提升浦东文化竞争

力。先后引进郎朗、何建

明、叶辛、孙甘露、赵聪、杨

丽萍、叶小纲等21位文化

名家入驻浦东，集聚SMG、

世纪出版集团、阅文集团、

宋城演艺、抖音等龙头企业，全方位壮

大浦东文化竞争力。

——推进一批智慧化项目建设，

着力提升数字化服务能级。抓住数字

化突破口，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全面

转型，加快推进浦东图书馆、浦东群艺

馆智慧化项目建设，全力抢占新赛道。

如今，20余处文化新地标遍布

浦江沿岸，《浦东交响》《浦东史诗》

等一批原创作品脍炙人口，最美公

共文化空间大赛等引领全国……相

信不远的将来，浦东一定会交出更

惠民、更繁荣、更有竞争力的公共文

化新答卷。
（除署名外，照片由浦东新区新闻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