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最美空间带到百姓身边
浦东举办“一赛一会”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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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让我更有
艺术创作的灵感！”
昨天下午，在风景怡
人的浦东世博滨江，
“上海文化人才之
家”浦东世博璟尚项
目揭牌启用，上海
淮剧团的年轻作曲
家夏锐作为首批入
住者之一，发出由衷
赞叹。

作家、记者、教
师、音乐家、戏曲演
员、美术馆员、博物
馆员……受益于市
级文化资源入驻浦
东，不同领域的文化
人才汇聚于此，感受
以“文化为核”、与
“名家为邻”、同“未
来为伴”。

要闻

文化为核
年轻人有了艺术工作室
昨天下午，记者步入世博璟尚小区，曲

径通幽的社区环境、高端大气的建筑品质令

人赏心悦目。走进楼道内部，整体以暖色调

为主，共享图书角里绿植环绕，温馨之感充

盈心田。

“过去我和别人合租房子，容易互相干

扰，没有独立的创作空间。”夏锐说，自己的居

家工作时间比较长，往往喜欢在晚上静下心

来进行艺术创作。听说“上海文化人才之家”

世博璟尚小区有房屋租赁，他第一时间报了

名，并幸运地获得了第一批选房的机会。

夏锐特地挑选了一套朝南的房间，71平

方米，两室一厅两卫，一间当卧室，一间打算

用作音乐工作室。这个3年搬了3次家的贵

州男孩，第一次在上海有了家的安全感。

记者了解到，作为满足市级重大文化设

施建成开放后文化人才安居需求的重要举

措，市委宣传部、浦东新区和上海地产集团

创新合作模式，共同打造了“上海文化人才

之家”浦东世博璟尚项目，并探索出一套“市

区共建、政企协同、市场运营”的文化人才公

寓共建机制。

名家为邻
行业杰出人士集聚之地
“原本只是想着可以不用再跨江通勤，

没想到意外收获了一间看得到江景的房

间。”昨天下午，上海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的

青年馆员袁昕沂领到了新居的钥匙。

3年前，陕西女孩袁昕沂进入上海图书

馆工作，此后一直租住在杨浦区。随着上图

东馆于2022年秋正式开放，她开始了每天跨

江通勤的日子。“上海文化人才之家”入住政

策推出后，她赶在3月来看房，一下子就被吸

引并决定迁居。

更让她惊喜的是，这里不仅可以“幸福

栖居”，还能与“名家为邻”。除了世博、陆家

嘴区域商务客群之外，社区也将成为院士、

作家等众多行业杰出人士的集聚之地。著

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先生即将入住小区，

他选择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从朝南的

阳台上望去，近处是浦东游泳馆和临沂公

园，稍远是位于世博园区的金砖银行大楼。

据悉，这里作为工作室，将成为何建明先生

在上海采风创作的基地，更多关于上海包括

浦东的作品或将在这里问世。

同样“相中”这里的，还有来自上海歌剧

院合唱团的男高音郑瑶。“明年上海大歌剧

院建好后，我就要搬到那里工作，距离公寓4

公里多，周边环境很有艺术范。”他表示。

“浦东这个文化人才公寓项目最难以替

代的就是周边浓厚的文化氛围。”相关负责

人透露，“浦东8个千座以上大型演艺场所中

的5个，以及建成后的上海大歌剧院，都在公

寓10分钟车程圈内。整个世博地区的演出

和活动，今年预计超过8000场。”

未来为伴
“小切口”推动双向赋能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花落”世博地区，

缘于这里浓厚的文化气息和新锐的未来气

质。近年来，上海积极推动文化设施、文化

项目、文化人才、文化资源布局浦江东岸。

最新数据显示，浦东新区公共文化设施建筑

面积超过160万平方米，人均公共文化设施

建筑面积达0.278平方米，比5年前增长近三

成，超过全市“十四五”0.23平方米的目标。

当天，为文化人才提供服务的“引领区

文化人才服务联盟”成立。联盟首批成员覆

盖喜马拉雅、阅文集团、东方艺术中心、保利

国际影城、西西弗书店等一批重点文化企

业，将一体推进标准、服务、产品融通，以高

服务标准、强资源共享、优特色服务的创新

服务体系，确保文化人才服务好、体验好。

“这个公寓项目仅是一个‘小切口’，目

的是推动实现人与城、局部和全局、现在与

未来的相互赋能。”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浦东还将持续完善顶

层设计、搭建更多交流平台、汇聚更多优质

资源，实现文化人才集聚与区域文化发展的

“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以“时间对表、服

务对心”推动“空间对路”，最美空间大赛让老

百姓的生活更美好。昨天下午，2023长三角

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颁奖

典礼暨2024长三角（浦东）文采会在浦东群艺

馆举行。

记者了解到，空间大赛开办6年来，已辐

射全国20个省市、158个城市，汇聚优秀设计

师、运营团队百余名（个），打造了千余个“新

样本”，涵盖公共阅读空间、商圈艺术空间、文

博美术空间、乡村文化空间等类型，持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改造赋能“福利”惠民
在黄浦江边、沪东造船厂旁、上海第一代

老工人新村里，每户居住面积仅约13平方米，

极其缺乏公共空间，其中有160多户仍在使用

老式马桶。设计师孙轶家克服一系列难题，

仅以公益性支出，就改造出颜值极高、效用极

好的公共会客厅，大家自发将其称为“暖亭”。

在陆家嘴曾有一座老式图书馆，受众面

很窄，年轻人很少光顾。经过设计师陈嘉炜

的改造赋能，现在陆家嘴融书房每周末会举

办两场陆家嘴读书会，一票难求，在线传播过

亿，今年将迎来第700场读书会。如今，这里

已成为陆家嘴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

这些老百姓身边的“福利”，源于通过大

赛建立了优秀运营主体数据库，发掘培育了

一批运营团队参与新空间运营。例如，本届

获奖的浦东星梦停车棚，就是发掘上海大学

博物馆、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学院等运营团

队，把三星堆、龙门石窟文物图片展、岩彩画

绘画展等送到百姓家门口，获得交口称赞。

空间大赛评委会主席、国家文化和旅游

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蒯大申表示：“最美

公共文化空间不但要有颜值，也要综合考量

它的服务效能、管理运行机制、造价等，要把

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浦东潍坊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位于浦东黄金地段，过去吸引的大

多是中老年人，单日最高人数不过200人。但

在引入新运营团队和硬件改造后，没有多花

一分钱，同样的运营经费，现在一年组织开展

各类高品质特色文化活动超过500场，年开展

活动场次和服务人次达到改造前的3倍，年轻

人群和亲子比例大幅提升，占比高达65%。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群众不仅需要高楼大厦、山川相连的最

美‘天际线’，也需要大街小巷、你我身边的最

美‘地平线’。”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部长黄玮

表示，公共文化空间美化升级，政府不能唱独

角戏，而是要大力探索政府引导、社会主体积

极参与公共文化新空间建设的路径，让文化

空间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据悉，大赛坚持赋能基层，持续深化探索

空间激活的新机制。同时，大赛始终把大力

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主赛道之一，全力保护好

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全新

升级浦东历史博物馆、吴昌硕纪念馆等空间，

打造一批非遗传承品牌活动。

本届大赛中，浦东精心推出周家渡摆渡

人书场新案例：对接大赛设计师，仅以公益性

支出，对社区老旧书场重新划分功能，引入新

业态，改造成颜值极高、老年人和年轻人都爱

去的优秀传统文化新阵地。

院团汇聚 文化传播
为了给美好空间注入更多美好内容，

2024长三角（浦东）文采会同日在浦东群艺馆

举行。今年文采会分为内场与外场，其中，内

场以精选文化机构的展位为主，邀请了长三

角地区及上海市的院团及文化机构参展，如

江苏省演艺集团、宁波市演艺集团、上海市的

10家国有院团，以及浦东历史博物馆、大都会

游艇会、超星数字教育等，展商涵盖演艺、文

化体验、旅游、文博、图书等类型。

上海木偶剧团副团长张明煜表示，在文

采会不仅可以和一些兄弟院团交流，还可以

直接了解老百姓的文化需求；通过文采会，他

们将演出配送到街镇，让更多市民在“家门

口”欣赏木偶剧的魅力。

据悉，经过8年连续举办，文采会成功打

造了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领域的专业化、数

字化、常态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政府端菜+

群众点菜”向“政府端菜+群众点菜+群众做

菜”转型，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政府与社会

相结合、供给与自创相结合的公共文化服务

和全民艺术普及服务的新业态。

是幸福栖居之所
也是灵感迸发之地

“上海文化人才之家”
浦东世博璟尚项目揭牌启用

■ 浦东世博璟尚小区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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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厅公共区域也
布置得温馨而有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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