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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蕉城：文化惠民，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

市民在图书馆里阅读学习

蕉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讲座活动

今年以来，在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街道“芦坪印巷·一里时光”文创街
区文化广场，黄鱼主题文艺作品、畲族歌舞、民乐与西洋乐演奏、潮玩乐
队、传统茶艺、传统戏曲等经典“福见街艺、创享时光”街艺展演作品，为
观众呈上了精品文化的盛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近年来，蕉
城区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聚民心、搭阵地、重创新，推出了“月光
经济圈 青春创意潮”“福见街艺、创享时光”街艺、“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千场演出进万家 文艺星光遍闽东”等系列，广泛开展文
化惠民活动，构建覆盖全域、全时、全龄的公共文化“供应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
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如何把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好，如何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让群众听得清、听得进、听得懂？

近年来，蕉城区以阐时代强音、说朴素语言、讲百姓故事、
受群众喜爱、聚蕉城力量为工作主旨，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
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会精神吹畲乡，畲山一日一样装，全国人民齐欢喜，幸
福歌言颂党恩。”近日，在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身着畲族服饰
的蕉城区“畲歌畲语”理论宣讲轻骑兵队伍以极具畲族风情特
色的歌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群众身边的事例，向村民宣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歌声婉转动听，吸引不少村民驻足
聆听。

“畲歌畲语”宣讲员告诉记者，为了把党的声音唱进千家万
户，小分队成员通过改编畲族歌谣为畲族群众搭建起学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新途径，让理论宣讲更有新意，更受欢迎。

“面对面地讲就是不一样，宣讲员讲的开发创业、增收致富
等各方面的政策，我一听就懂，不清楚的可以当场交流解决，这
样的宣传我非常欢迎！”正在一旁听宣讲的村民兰胜利高兴地
说。

以朴实“乡音”阐释时代“强音”。蕉城区理论宣讲轻骑兵
宣讲形式也多种多样。记者采访了解到，蕉城区教育局的“立
德树人”宣讲团，围绕“我身边的小康”主题，将党的理论、政策
编成快板、三句半、小品等文艺表演形式；“乡村振兴”宣讲团以

“送科技下乡”为契机，借助动漫、视频等进行科普宣讲，培养农
民科技创新能力。

坚持通俗化、本土化、大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沾着泥土
味、透着芬芳香”，是蕉城区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的一大特色。“理
论宣讲只有接地气，才能冒热气有人气。”蕉城区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融合党的创新理论与本土文化，让内容变
得更鲜活，扩大了理论宣讲在最基层、最末端的“朋友圈”和

“粉丝”数。
理论宣讲是连接理论与实践、政策与群众的桥梁。蕉城区

坚持守正创新，持续创新打造“1+1+N”理论宣讲机制，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发挥“蕉城红”“海上蓝”“白衣天
使”等21支宣讲队伍作用，推动党的理论宣讲持续走广、走高、
走深，全力建设新时代理论宣讲高地，不断凝聚人心、鼓舞人
心、激励人心。2023年，全区开展宣传宣讲活动490多场次，受
众50000多人次。

初秋时节，走进蕉城区八都镇猴盾村图书分馆，原木色的书架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各种书籍分门别类，整齐地放置在书架上。不少村
民在津津有味地翻阅书籍或寻找心仪的图书。图书馆旁边还有棋牌
室和多功能厅，老人们在下象棋、交流农耕心得，非常热闹。村民兰时
禄高兴地说：“这里有图书馆、阅览室、棋牌室，还有多功能厅，闲暇时
到这里读读书、下下棋，心里乐和着呢！图书馆为群众提供了良好的
文化环境。”

“你看这个点，打到这里，控制一下力度。”“好球！”在蕉城区赤溪
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广场，除了雨雪天和特殊情况，每天上午这
里都热闹非凡。打球、唱歌、广场舞……村民们尽展风采。

“闲暇时来这里画画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掌握一门新技能。”
“咱农民也能放下锄头拿起画笔啦！”近日，走进蕉城区赤溪镇由知村
文创艺术写生基地，十多位村民一边伏案作画，一边向记者述说绘画
带来的“好”。

由知村利用名人效应，引进赤溪籍知名油画大师黄阵兴老师入驻
村庄，并完成了文创工艺品展示馆及写生艺术培训基地建设。文化名
家在与群众的互动交流中激发创作灵感，去除浮躁之气；群众在文化
活动中焕发创作热情，展示艺术才华。通过文化名家工作室建设，宁
德一批文化名家与普通群众双向奔赴、双向滋养、双向赋能，为这座城
市播撒了文化种子，为文化强市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走进蕉城区图书馆，宽敞明亮的空间，整齐排列的书籍，营造出一
种宁静而浓厚的学习氛围。“市民在这里可以畅游知识的海洋，从经典
名著到科技文献，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兴趣读者的需求。无论是学
生还是上班族，图书馆都是他们汲取智慧的宝库。”蕉城区图书馆管理
员小蔡对记者说。

为了让群众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文化服务，蕉城区积极探索群众文
化阵地建设的新思路、新形式，以满足全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
重点，将地方文化与科技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手段，不
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还将文化阵地与旅游、教育等领域相
融合，形成了文化旅游、文化教育等新业态，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从乡村到城区，如今的蕉城，公共文化阵地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散落在社区、乡村和城市的各个角落，已然成为群众学习的“文化
客厅”。

10月28日傍晚，夕阳映在古色古香的“芦坪印巷·一里时光”文创街，为整个街区披
上了一层温暖的余晖。在该街区文化广场，一场精彩的文化表演正在上演。

一位民间艺人走上舞台，展示传统的手工艺制作。他的双手灵巧地舞动着，不一会
儿，一个精美的手工艺品便呈现在大家眼前。观众纷纷惊叹，为艺人的精湛技艺所折
服。音乐表演将气氛推向了高潮，歌手用动人的歌声诉说着生活的美好与梦想，乐器演
奏者则用悠扬的旋律为歌声增添了更多的魅力。

观众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摆，沉浸在美妙的艺术氛围中。这场文化表演不仅为
人们带来了视觉和听觉的盛宴，更让大家感受到了文创街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芦坪印巷·一里时光”文创街区的前身芦坪路，当年承续着城市的历史记忆，延续
着当地的文化脉络，却因“老”“旧”“破”街区样貌，丰富的文化内核被掩盖。

如何让芦坪路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实现与现代生活的交融？2022年，蕉城区
委、区政府以破解老城区发展瓶颈为重要举措目标，通过功能置换、整治提升与业态更
新优化当地风貌，对街区商业、人文、环境转型升级。目前，该街区已成了宁德城区具有
浓厚文化氛围和独特风格的新兴文化产业集聚地。

栽下梧桐树，凤凰自然来。舞台搭好了，演员和观众便如约而至。“我们是在微信公
众号上看到的招募信息，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这些‘草根’有了展示的机会，
还结识了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参加吉他弹唱的叶先生说。

今年 77岁的李大妈激动地告诉记者：“这些自编自导的节目，来自原汁原味的生
活，我连续看了12场演出场场不落，真是看也看不够。”

一台台精彩好戏，让广大市民分享了“文化大餐”，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振奋了精
神，凝聚了民心。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蕉城区依托镇村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文化
舞台、文化大院等基层阵地，开展“千场演出进万家 文艺星光遍闽东”等各类文化惠民
演出130余场；采取“菜单式、订单式、流动式”服务模式，开展“送戏下乡”演出100场，蕉
城夜市“观红色电影 忆峥嵘岁月”红色电影周周播放映电影45场；农村电影放映队深
入全区282个行政村放映电影3360场。

好节目展现良好精神风貌，大舞台唱响精神脱贫重头戏。“蕉城区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为载体，不断拓展内容形式，创新活动方式，满足群众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
求，为基层百姓搭建了舞台，真正让百姓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蕉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陈坚说。

打造群众身边“文化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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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坪社区广场群众自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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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宣讲轻骑兵走进金涵乡亭坪村宣讲

宣讲走进渔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