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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市文化馆的精心组织下，国家级非遗项目兰

州太平鼓、苦水高高跷以及兰州舞狮等非遗项目，还有

鲜少露面的兰州鼓子、曲子戏等非遗项目也会经常在广

场、景区演出。

群 众 文 艺 团 体 是 大 众 美 育 的 重 要 载 体 。 兰 州 市 文

化馆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市群众自发文艺团队评审定级活

动，以促进群众文艺团体持续发展。目前全市有群众自

发文艺团队261支，每年参加各级各类文化活动达1000余

场次。

近年来，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也在着力打造群众文化

活动品牌项目，创新推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西安市

红五月音乐会、夏日广场文化活动、长安诗会、“群众

大舞台，有艺你就来”西安市群众才艺大赛、西安市广

场舞大赛、西安市群众合唱展演、“乡村春晚”等群文

活动，都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影响力。

8月26日晚，仪陇金龙舞、达州竹琴、剑阁傩戏、南

部花灯等非遗项目在南充仪陇县马鞍镇琳琅村客家文化

广场精彩上演。这是2024年四川省“天府百姓大舞台”

东北片区的首场汇演。300多名演员，大多数为各地村社

居民、文旅能人、非遗传承人等，年龄最大的演员超过

80岁。因为很多节目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日常，所以真

挚的表演打动了每一位观众。

据 了 解 ， “ 天 府 百 姓 大 舞 台 ” 汇 演 是 今 年 四 川 在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打造的全新品牌活动。2024年至

2026年，依托这一全新品牌，四川全省将持续扩大基层

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近年来，四川省依托全国群星奖、

四川艺术节、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四川省乡村艺术

节等赛事活动，推出了一大批群众文艺精品力作。

延时服务亮点多

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中国

文化馆协会理事长白雪华看来，文化馆除了要在课程培

训等方面增加服务内容外，还要不断打造服务新场景和

服务新业态。比如，以沉浸式体验创新服务模式。

一些地方的文化馆已经在行动。

近两年，成都市文化馆推出了沉浸式美术作品展、

沉浸式戏剧游园会等50多场沉浸式文化活动，覆盖线上

线下逾200万人次。在常规课程之外，成都市文化馆的市

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最晚延时服务到晚上8点30分。

文化馆是普通人接触艺术最容易最便捷的通道，采

取延时、错时开放以及预约服务、馆外服务等方式，为

不同时段进馆群众提供便利的文化馆越来越多。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通过慕课、直播、观影体验等方

式，给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文化选择。同时，注重互动体

验，安排了非遗技艺体验、艺术VR体验、全国优秀文化

资源展示等活动，让大家的文化获得感更强。

根据青年群体的需求，围绕文化馆是人民的终身美

育学校主题，重庆市群文系统大力打造“市民夜校”，

提供延时服务，优化全民艺术普及课程设置，增设非遗

传承室、艺术阅览室、艺术自习室等新的公共空间。

新疆文化馆通过摸清全区群众文化活动家底，按照

时间节点和活动特性，制定出全区群众文化活动清单，

全面落实免费开放，做到全年365日无休。还创办了“走

进艺术之门”“艺术进校园”青少年美育公益培训周末

班。

新疆文化馆与全疆各级文化馆采取“线上+线下”

双向联动方式作为群众艺术活动的基调，以“群星耀天

山”群众才艺大赛作为群众文化工作主线，已成功举办

两届新疆文化艺术节。据了解，“群星耀天山”群众才

艺大赛是全疆为冲击最高国家文化艺术政府奖项“群星

奖”而打造的品牌活动。活动自下而上层层选拔优秀群

众文艺节目，引领性强，知名度高。同时结合中国新疆

国际民族舞蹈节、新疆文化艺术节、群星艺术沙龙等品

牌活动，拓展群众文化活动领域。

群众文化需求在哪里，服务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开设了24个社区文艺课堂。据悉，

群众不但可以在家门口跟随专业老师学艺，还可以按需

定制课程表，定老师、定内容、定时间。秦都区不定期

邀请文艺“大咖”举行文化讲座、进行网上直播，为居

民普及文艺知识，提升艺术修养。

架起艺术与普通人的桥梁，让艺术融入日常生活，

人人可以尝试，各地各级文化馆使出了浑身解数，只为

了 让 你 我 享 受 更 加 丰 富 、 更 能 感 受 生 活 之 美 的 文 化 大

餐。“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在乌鲁木齐市的新疆文化馆剧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