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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系列报道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文化来源于人民群众，植根于社会基层。
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文化志愿者
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帮手，是推进
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的坚强后盾，志愿服务更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汇聚民力，发掘有专长的志愿者，并给予更
多精神激励和硬件条件支持，通过相互启发，调
动文化志愿者的积极性，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
中释放更多光和热，是古城街道综合文化活动
中心“灯灯相传”志愿服务模式的特点，据统计，
古城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自 2019年 3月正式
开放运营以来，已发展文化志愿者50余名，文化
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近3万余小时，累计辅导基
层文艺团体 10 余个，开展各项文化活动近百场
次，直接受益群众达万余人次，古城街道文化活
动中心的基层文化志愿服务逐渐实现从“送文
化”到“种文化”的质变，文化志愿者也已成为公
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和主力军。

家住石景山区古城滨河园小区的“樱花
姐”是交谊舞队的队长，自担任队长以来，她
带领舞蹈队的十几位队员，跳舞锻炼身体，参
加社区里的各种文娱活动，带动全民健身，而
街道文化中心的启用，也让樱花姐的交谊舞队
更加有声有色。“樱花姐”对记者谈到，“以前在
广场跳舞，虽然很开心，但难免遇到刮风下雨，
现在文化中心有专用的舞蹈室，为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环境，大家跳舞的热情比以前高了，愿
意来的人也更多了。”

交谊舞队是古城街道文化中心通过发掘
“樱花姐”这样的志愿者发展起来的第一支群
众文化社团。古城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社
会化运营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文化是
纽带，做的是灯灯相传的工作，古城街道文化
中心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发展文化志愿者，进
而带动老百姓参与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我们为
志愿者提供支持与帮助，以文化为纽带，构筑
邻里美好生活。”

据了解，古城辖区内共有 20 个社区，2016
年以来，石景山区以创建国家和首都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不断提升基层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水平。古城街道根据新形势的要
求，改变原有社区文化活动模式，整合地区文
化资源，对街道文化中心进行装修改造升级。
目前，古城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建筑面积已达
2000 平米。文化活动中心内设多功能厅、书画
沙龙、健身活动中心、冬奥展厅、妇女之家、图
书馆、舞蹈室等多功能厅，打造集文化娱乐、科
普教育、技能培训、知识传播等于一体的多功
能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并由社会化运营团队开
展日常运营，解决了长期以来受困于活动中心
面积不足、设施陈旧而无法满足辖区居民文化
需求的情况。

据统计，2019 年 3 月开始正式对外开放运
营以来，文化活动中心以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为
主线，以体验参与为方法，开展了一系列贴近
群众需求的文化活动，截止到 7 月，古城街道文
化中心开展了茶文化、国画、健康服务、智能手
机培训、礼仪培训、书法、经典读书会、歌咏比
赛、瑜伽、手语等在内的近百场文化活动，几乎

每天都有一场特色文化活动，吸引了近 1 万余
人次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正在参加茶文化
活动的李先生对记者说，“原本我们的文化生
活一直停留在下象棋、听讲座、看文艺演出之
类的，现在文化中心丰富多样的活动，让我们
不仅开拓了视野，发展了更多兴趣，而且更重
要的是将邻里都连接了起来，以前不少邻居都
是点头之交，现在大家加深了了解，邻里平常
的走动都也变多了，这类活动以后要多办。”

无独有偶，文化中心书法班的韩老师也是
一位被“发掘”的“民间高手”。韩老师最初本
来只是到街道文化中心来打打乒乓球，但在和
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聊天中，了解到文化中心
的文化相传理念，就提出自己在书法上的特
长，主动参与进来，成立了书法班并义务当书
法老师。韩老师的书法造诣很好，并针对来学
习的小孩子，进行一对一书法授课，书法班一
开课就受到很多家长的欢迎，每次报名时家长
孩子都络绎不绝。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形成文化的
传递性，才能形成共享、共用、共建的联动发
展，像“樱花姐”、韩老师这样的志愿者，在古城
街道文化中心屡见不鲜，他们的加入，不仅带
动了更多老百姓参与进来，让自身价值得以实
现，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
力军，志愿者对于文化服务的供给增量，也是
功不可没。古城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社会
化运营负责范晓明对记者谈到，文化志愿者的
热情有的放矢，让他们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有了
更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他们不仅是
参与者，更是将文化中心当成自己的家，在古
城中心，志愿者们不仅共享自己的一技之长，
而且主动担负起活动中心的日常维护工作，以
及在每次活动的前期宣传、中期组织和后期的
收尾工作中都可以见到志愿者的身影，这让文
化中心的服务效率与效能得到很大提升。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积极落实《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紧扣首都建设
全国文化中心的功能定位，以创建国家和首都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以群众知晓
率、参与率、满意度作为核心指标，深化公共文
化事业领域重点任务改革，在服务供给方式上
积极探索“政府+社会”模式，引进专业机构运
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和部分社区文化室。聘
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街道综合文化中心社会
化运营服务效能开展日常监测，建立月度点评
制度，大力培育、规范社会化运营主体发展。
与此同时，启动建设覆盖全区的设施服务效能
大数据采集分析系统，通过公共文化+人工智
能的模式，强化对运营主体的实时动态管理。
截至目前，全区九个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已全面
启动社会化运营，通过社会化运营工作开展，
基层文化活动数量增多了、文化活动种类丰富
了、文化服务质量提升了、设施开放时间有了
保障、群众需求得到了倾听及反馈，各年龄段
群体都能在文化中心享受到标准化、高品质的
服务，群众文化获得感就是从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的日常细节完善中得到了提升。

文化纽带 反哺邻里
——小记古城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的“文化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