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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社区成为文化部社区文化活动试点，正在向全国
公共文化服务示范点迈进。

不大的县级文化馆开展各类文化服务项目，年接待群众
超十人次。

太湖县图书馆自2005年来，连续三届被国家文化部评为
“国家一级图书馆”。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先进单位”、“第五届全国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

2016年11月，安庆市通过了文化部、财政部等单位的验
收，被正式授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称号，成为我
省第2个创建成功的市。

……
荣誉的背后，凝聚着投入和付出，勾勒出安庆市多年来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的踏实足迹。
去年，安庆市在“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里，明确

提出“十三五”时期，将继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法制化建设，努
力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具有安庆特色和
示范效应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带动群众参与、创造、分
享文化发展成果。

黄梅故里唱新歌，不忘初心梦正圆。安庆这座底蕴深厚、
历史悠久的城市，胸怀文化自信，正在谱写新的时代篇章。

向创新要出路，让文化服务更多群众

安庆文化强市踏出铿锵足音

从门庭若市到连续三年亏损，体验“过
山车”后，安庆黄梅会馆推出特色综艺演出，
定期免费开放，努力向创新要出路。

一个小小的社区，背靠高校大树好乘
凉，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富得冒油，一举
成为文化部社区文化活动试点单位。

百姓舞台、太湖讲坛，文化馆、图书馆纷
纷玩起特色项目，让成千上万的居民参与、
创造、分享文化发展成果。

日前，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行走安庆
市、太湖县等地，探访这座历史名城文化强
市的铿锵足迹。▋星级记者 刘海泉 文/图

都说安庆是“有戏的城市”，而“黄梅
戏”就是其中一张最响亮的名片。

8 月 29 日晚上 8:30，位于安庆市人民
路的黄梅戏会馆内，几十名观众正在侧耳
倾听，一阵锣鼓声响，当家花旦登台献唱。

背景屏缤纷绚丽，报幕员字正腔圆，随
着演出的进行，传统黄梅戏曲目相继亮相，
戏迷听得如痴如醉，杂技表演、民歌演唱同
样让人喝彩叫好。

“现在的黄梅戏会馆，节目跟以前不太
一样，不仅仅是黄梅戏，还有其他类型节目，
内容更丰富。”观众罗女士边看边点评说。

黄梅戏会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节目
安排上。据会馆负责人开全疆介绍，十年
前，黄梅戏会馆一度门庭若市，中间由于种
种原因遭遇低谷，连续三年亏损，濒临关门的
窘境。“从去年以来，会馆进行了许多创新和

改变，推出特色综艺演出，仍然以黄梅戏为主
打，但其他类型节目占三成。毕竟传统黄梅
戏剧目就那么多，难免会审美疲劳，需要调
剂。此外从今年元月份起，会馆还实行新措
施，学生凭学生证只需10元门票、周末70岁
以上老人免费、情侣来听戏女方免单等。”

新举措迎来新气象，越来越多的观众
走进黄梅戏会馆。

晚上9:20，黄梅戏《击鼓骂曹》压轴开演，
国家一级演员马丁一登台，台下掌声一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黄梅戏会馆
外，安庆全市现有专业剧场18个，群众文化
舞台 1257 个，大小剧场、会馆每天演出不
断，“广场文艺天天演”等戏曲文化惠民活
动广泛开展，戏迷票友常年自发地在公园
广场、文化舞台吹拉弹唱，“宜城处处唱黄
梅”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场景随处可见。

特色综艺，创新再续黄梅飘香

8月30日，太湖县文化馆负一层的活动室内，锣鼓铿锵，
戏曲悠扬，当天是县黄梅戏戏迷协会每周固定的排练活动日，
一曲传统剧目《报花名》的吟唱，一下子让活动室热闹起来。

“我从小就喜欢听黄梅戏，尤其是传统戏，退休以后就经
常和戏迷朋友一起交流，唱得好还下乡去演。”家住太湖县城的
王阿姨是资深戏迷，她说文化馆有设备有场地，非常适合排练。

据太湖县文化馆馆长余小明介绍，文化馆负一层就是一
个免费的“百姓舞台”，每天都有活动安排，除了戏曲联谊会，
还有草根艺苑、夕阳红剧社、俏夕阳舞蹈队等。“成员有农民、
退休人员、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既是文艺爱好者，又是文化服
务志愿者，每年下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开展文艺辅
导、文艺演出70余次，有的还到县外演出交流。”

除了百姓舞台，太湖县文化馆还在暑期开展免费艺术培
训，有舞蹈、二胡、小提琴等，一年下来，要开上30个培训班。

太湖县图书馆与文化馆一墙之隔，当天同样是“生意火
爆”。记者观察发现，一楼到三楼的各个阅读空间里，坐满了
读者，学生和孩子居多。

“总馆年接待读者 30 万人次。全县 15 个乡镇图书分馆
及乡镇电子阅览室、23个村级（社区）电子阅览室，188个农家
书屋，构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公共图书服务网络。”据图书馆
负责人介绍，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还连续打造系列品
牌服务项目。“晚间开放，是我们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一
直坚持的服务项目。举办太湖讲坛，邀请名家登坛授课，弘扬
历史文化和社会正能量。还有残障读者活动日、美术创作活
动、书香满熙湖阅读推广活动等。”

老百姓有没有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
果，只有基层群众自己说了算，社区服务无
疑是其中重要一环。

大龙山镇燎原居委会坐落在安庆师范
大学东大门，南邻合安高速，紧邻风景秀丽
的大龙山，距安庆市区16公里。

30 日上午，记者在大龙山镇燎原社区
看到，这里电子阅览室、图书室、音乐工作
室、老年人活动中心、健康小屋、室内电影
放映室以及居民文化活动广场等基础公共
文化设施，一应俱全。

在二楼的图书室内，二年级小朋友潘
翔正在认真地看漫画书，遇到不懂的，就随
时求教一旁的志愿者阿姨。70多岁的退休
干部阮学兵，同样是社区图书室的常客，

“地方虽然不大，但是书很齐全，我喜欢看

历史、健康养生类的，都能找得到。免费
看，没看完还可以借回家。”

三楼，一间“韩龙音乐工作室”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据了解，韩龙毕业于安庆师
范大学，后来成为一名军旅音乐创作者，每
周一，他都会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社区为
音乐爱好者开展才艺训练。

“周一是音乐，周二是书法，周三是手
工还有美术……老师都是志愿者。”燎原社
区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社区大力加大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农民文化乐园，利用
大学生文化志愿者的资源优势，经常组织群
众开展书法比赛、厨艺大比拼等文娱活动，
不断丰富辖区居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2016年，燎原社区作为社区文化活动试
点单位代表安庆市顺利通过文化部检查验收。

文化共享，小社区成服务大窗口

定期排练，文化馆成戏迷乐园

文化繁荣，宜城谱写时代新篇章

黄梅戏会馆内正在演出传统剧目《王小六打豆腐》

图书馆邀请知名书画家提供免费绘画课太湖县图书馆内亲子阅读区吸引了很多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