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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坚定、崇德
尚善、文化厚重、和谐
宜居、人民满意”，这是
文 明 城 市 的 基 本 标
准。其中，“文化厚重”
紧密联系而且深度影
响着其他四项标准。
因为，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它可内化为城市内
涵，外化为城市品质和
城市魅力。在创建文
明城市过程中，我们要
注重发挥文化的滋养
涵育作用，用建筑风格
提升城市品位，用人文
精神增添城市魅力，用
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气
质，努力建设文化厚重
的城市。

城市的文明，关键
在 于 城 市 中 人 的 文
明。创建文明城市，就
要充分发挥和运用文
化具有滋养涵育人的
价值观、世界观，改变
人的处世之道、生活方
式的作用，增强市民文
明 意 识 ，培 育 文 明 精
神，提升市民的精神风
貌。要通过文化惠民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让文明理
念入脑入心，引导和规
范市民文明行为，进而

增强城市文明程度。
近年来，在文化引领城市品质与气质提升

的道路上，我市做了许多尝试，打造起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文体专业场馆、城市书房、爱教基
地等众多服务场所；聚合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
统之力，创新实施思想“学起来”、理论“讲起
来”、主旋律“唱起来”、舞蹈“跳起来”、大戏“演
起来”、非遗“活起来”、书香“飘起来”、典型“树
起来”、服务“动起来”、文明“靓起来”、声音“响
起来”等行动；连续举办社区邻居节、经常性开
展“邵阳红”周末志愿行、长期开展“宝庆群艺
汇”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这些努力，从文化需
求端升级入手，对供给端进行深度改革，为人们
提供了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更高地增
强了城市的活力与魅力。

城市的文化，不能只是文字与影像，更不能
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必须走进百姓日常生
活中。如何将文化注入文明城市创建，是一篇大
文章，也是一项大工程，既要有内容，又要有形
式；既要有载体，又要有活动。这就要求我们打
好文化“底子”，建设好、管理好、利用好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基本文化
设施，为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提供更加便利条
件。同时，要积极推进“文化+”，打通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里”，让文化在城市文明建设中迸发出
持久的生命力，塑造城市的文明气质。

首先，要注重“文化+创新”。要把创新作
为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强化文化
与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各类产业形
态、多元化载体、多种表现形式，把文化融入自
主创新的大体系、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和广大市
民的生产生活。以原创增强实力、以新颖形成
关注、以融合拓展市场，以创新、创意促进先进
文化在多样场景中动态呈现、深入人心，更好满
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其次，要注重“文化+服务”。要充分发挥
遍布城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队伍的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文化志愿服务常态
化，有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打
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吹响文明新风新号角，绘就文明
实践“同心圆”。

再次，要注重“文化+城建”。要在城市的
建设和管理中注入文化力量，在城市建筑中体
现城市文化特色和韵味。要运用博物馆、纪念
馆、遗址遗迹等平台和载体，打造公共文化服务
的重要阵地，也要把城市文化建设与整个城市
的硬件建设、品质提升和格局调整紧密结合起
来，将适宜的文化元素以适宜的形态，嵌入城市
的每一幢建筑、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场景，使文
化在融入融合中得到传承与弘扬。

第四，要注重“文化+活动”。要持续开展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推出系列文化惠民
举措，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文明素
质、培育文明新风、丰富文化底蕴，切实提升百
姓生活品质，让文明新风吹进群众心田。同时，
要加强文化产品的创作，以丰富的高质量的文
化产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精神力
量，为文明邵阳增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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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把夯实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作为创新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内容，用文化润民心，用
文明塑造城市气质，用人文精神增添城市魅
力，用文明新风尚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广
大市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剧院文化精品荟萃

文化，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内涵，是一座城
市的灵魂，也是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市不
断深化文化惠民工程，在城区建设起“15 分
钟文化惠民圈”，打造文体专业场馆、城市书
房、爱教基地等众多文旅惠民服务场所，更
好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群众的文化
生活。

“每逢周末或者假期，我都会带孩子去图
书馆里看书。”市民李娜说，免费对外开放的
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早已成为了
她和孩子假日的打卡地。

在全市持续加强文化“硬件”建设的同
时，我市文化文艺工作者自觉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在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
群文领域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特色、富有
浓郁生活气息、彰显鲜明地方特色，且为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大
批作品在全省或全国获奖（展出）。

近年，我市复排了《沙家浜》《杨门女将》
等祁剧剧目和《牙痕记》《打鸟》等花鼓戏剧
目。新创了大型祁剧《目连救母》《焦裕禄》，以
及大型花鼓戏《儿大女大》《豆腐西施》等。其
中，祁剧《目连救母》《焦裕禄》《种子方舟》、花
鼓戏《儿大女大》《山乡工匠》《豆腐西施》等剧
目荣获湖南艺术节“田汉新剧目奖”和“田汉
大奖”。祁剧《目连救母》《种子方舟》、花鼓戏

《山乡工匠》《豆腐西施》等先后入选国家艺术
基金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11月，祁剧《董
洪跌牢》和邵阳花鼓戏《边桃边李》，入选文化
和旅游部公示的2023 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
演剧目。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首任
院长贺绿汀诞辰120周年，市委宣传部、湖南
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第三届贺绿
汀音乐节，以音乐为媒，以节庆为名，或演绎
贺绿汀的经典作品，或追寻贺绿汀的光辉足
迹，或以学术研讨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他为人
民事业歌咏不止、奋斗不息的家国情怀和精
神风范。专题文艺晚会上，《牧童短笛》《游击

队歌》《天涯歌女》等一首首贺绿汀创作的经
典曲目，既是一场高雅的音乐盛会，又是一场
生动的文艺党课。

百姓舞台精彩纷呈

培育文化之风是培根铸魂、凝神聚力的
重要事业，也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
径。我市始终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增强群众
精神力量为着力点，持续推进“百姓舞台”建
设，扎实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文化
服务活动。

9月8日，在大祥区大安街社区的邻居节活
动现场，锣鼓、京胡等乐器齐声鸣奏，京剧《红灯
记》《白毛女》《智取威虎山》《贵妃醉酒》《凤凰
巢》等选段逐一上演，赢得居民掌声不断。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在沙井头
社区邻居节现场，50余位居民手持国旗，放
声高歌，用最真挚的情感向祖国深情“表白”。

北塔区状元府邸小区的邻居节活动中，
舞蹈、歌曲、花鼓戏、小品等节目轮番上演。

双清区中河街社区结合重阳节举办邻居
节，一群平均年龄50多岁的戏曲爱好者，把

《天女散花》《梁山伯与祝英台》《沙家浜》《路
遇》这些经典戏曲搬到群众身边，让大家近距
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每逢有惠民演出，我都会跟老伴儿一起
来看，精彩的演出给我们带来不少快乐。”市民
林奶奶说，近年我市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样
化，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市的“百姓舞台”不仅仅走进城市社
区，更走进军营、乡村、学校、企业等。

9月6日晚，邵阳市创建第十二届“全国
双拥模范城”双清区预定新兵役前教育暨全
民国防教育日专题演出在双清区人武部精彩
上演。官兵和干部群众同台演出，唱响双拥文
化主旋律，谱写了军民共建的新篇章。

近日，“宝庆群艺汇”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走进双清区火车站乡前进村，文艺轻骑兵表
演舞龙、花鼓戏选段、京胡，以及现代歌舞等
节目，为村民送上充满正能量和健康向上的
精神文化大餐。

中秋节期间，由市文联主办的文艺惠民
展演活动走进三一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整场演出紧扣时代主题、紧贴火热生活，唱响
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的时代主旋律，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

广场活动丰富多彩

今年73岁的刘家玲老奶奶，自小就爱唱
歌。平常日子里，她喜欢拉上自己的好邻居，
在院落里唱上几曲，互相切磋，互相探讨。“退
休后，我就加入了社区的合唱团。大家都是业
余的，凑在一起就是自娱自乐。”刘家玲乐呵
呵地说。

像刘家玲老奶奶一样，在大安街社区也
有一大群票友。“票友们有的是从小对戏曲表
演有兴趣，有的是在退休后爱上了京剧，开始
自学。”大安社区负责人介绍说，这群票友还
自发成立了“大安京剧社”，每个星期会花上
3天时间集中练习。

“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黄连苦胆味
难分……”今年86岁的王丽芳虽已近耄耋之
年，唱起京剧来，却有板有眼、范儿十足。“我
自己在手机上自学的，跟着手机上播放的戏
曲，一句一句地学唱。”王丽芳说，“现在，我会
唱的京剧可多了，有《春秋配》《楚宫恨》《娄山
关》《望江亭》等40多首。”

近年，本土的非遗文化，也和音乐与戏曲
一样，在群众中蓬勃发展。10 月 20 日至 22
日，市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市体育中心西广
场举行，为市民呈现了一场“看得见、摸得着、
尝得到、能体验、可带走”的非遗盛宴——从
滩头年画里还原演绎的“老鼠娶亲”队伍，引
燃现场氛围；宝庆竹刻、滩头木版年画、宝庆
烙画、花瑶挑花、新邵剪纸、根雕、苗绣、瓷刻、
羽毛画等各类非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令人
目不暇接；武冈米花、猪血丸子、城步油茶、佘
田桥豆沙粑粑、糖画、万花茶、麦芽糖、向氏血
鸭等美食引得市民纷纷品尝、购买。

文艺志愿者还把非遗文化送进校园、企
业、军营，让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宝庆烙画省
级传承人唐文林、邵阳学院副教授王艳萍夫
妇等经常参加邵阳市“流动少年宫”活动，走
进学校传授非遗文化，让孩子们近距离体验
宝庆烙画技艺，感受非遗魅力。

“文化细雨”滋润百姓幸福生活。细数近
年来的变化，文化理念深入人心，文化事业充
满活力，文化服务贴近生活，文化传播更高
效，文化服务更便民，一件件得民心、一桩桩
顺民意的文化惠民项目落实落地，高质量的
文化供给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同时，浸润了邵阳城市的灵魂，使她更有
魅力、更加文明。

广阔舞台演绎文明风采
——文润邵阳系列报道之三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生活需求为出发点，以改
善群众文化生活为目标，将
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列入民
生实事项目，不断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

“文艺文化志愿服务”作用，
推动文化进社区、进校园、
进企业等，为百姓提供更多
受欢迎的文化大餐，形成“天
天有活动、周周有演出、月月
有主题”的深厚文化氛围，以
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
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同时，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引领
群众崇德向善，培育社会文
明风尚，推动城市的文明进
步，提升城市文明内涵和底
蕴，让城市处处文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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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轻骑兵”把文化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

群众在火车站站前广场做地方戏直播。

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