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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馆管弦乐团、金凤村永芳演艺

团是近年来全市城乡文化活动蔚然成风，
群众文艺团体不断涌现的一个缩影。通过
群众性展演展示平台，深藏民间的文艺高
手不但得到了展示自我、绽放光芒的机会，
而且还带动和活跃了当地群众文化生活。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目前活跃在乡村的文
艺小团体有千余个，每年自发举办各类群
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表演上万场次，观看群
众达百万多人次。

邵阳花鼓戏以其诙谐活泼、明快清丽的
演出风格，逐渐成为邵阳市民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精神文化大餐。自从2014年2月市委、
市政府推出宝庆大戏台“周末剧场”以来，每
到周末，市民喜欢邀上三五好友，走出家门、
走进剧院，在欢声笑语中过一个文化味浓厚
的周末。今年5月，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将沉寂十几年的大型花鼓戏《牙痕记》重新
搬上舞台，并于10月17日在全市进行巡演，
为城乡群众奉献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每
到一处座无虚席、掌声雷动。

刘健今年70岁，忠实的花鼓戏迷。10
月27日下午，听说花鼓戏《牙痕记》大祥专场
在市花鼓剧院上演，他便早早地赶了过来。
演员字正腔圆的唱腔，惟妙惟肖的表演，让
刘大爷看得十分过瘾。周末剧场作为我市
文化惠民的一个品牌，不仅让观众享受到一
周两场的视听盛宴，也为演员搭建了传承国
粹、弘扬传统文化的平台。市花鼓戏保护传
承中心主任张求荣介绍，今后，他们还将挖
掘一些优秀传统大戏和折子戏，为喜爱花鼓
戏的群众送上形式多样的“戏剧大餐”，将邵
阳花鼓戏更好地推广、传承下去。他们明年
计划与省艺术研究院合作，编排充满神话色
彩的大型花鼓戏《桃源盘洞》。

惠民演出仅仅是我市开展文化惠民活
动的一个缩影。从2011年9月底开始，全
市各级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和乡镇综合
文化站的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向社会公众
免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十二
五”期间，我市各级文化馆免费开放共接待
达40万多人次，共完成10309个村的广播
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完成农家书
屋建设5542家，新建乡镇综合文化站221
个。开展“公益电影放映“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活动，真正让群众享受到“政府买
单、每月免费看电影”。2011至2015年，共
完成农村电影放映40多万场，基本实现了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放映目标，解决了
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

完善文化设施，群众文化丰富多彩

唐文林是邵阳学院艺术设计系教授、
宝庆竹烙刻传承人。他寂寞坚守宝庆竹烙
刻这项传统技艺二十载，创作了一些即将
消失的老街老巷、传统民俗的作品，如《侗
寨情》《中河街旧影》《宝庆古巷印象》等，多
次在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大师作品展中
获奖。当得知市博物馆项目正在紧张装修
施工，计划2017年春节前开馆并向市民免
费开放的消息后，唐文林倍感欣喜。

唐文林说，邵阳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
悠久历史的古城，拥有万件馆藏文物，却没
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这与邵阳深厚的文
化底蕴不相符，建设博物馆势在必行。虽
然市博物馆项目规划多年，但由于种种原
因，一直没能由梦想变成现实。再过不久，
市民就可以通过博物馆走近历史，了解邵
阳发展的辉煌历史，陶冶情操、丰富业余生

活，这是包括他在内的820万邵阳人民翘盼
已久的一件大事。

市文物局局长胡光华介绍，早在1999
年市政府办公会议就决定新建市博物馆，
市文物局也做好了前期的筹备工作，并正
式立项。然而，由于资金没到位，建设博物
馆的计划被搁置。2004年2月公布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启动博物馆建设，并
聘请市第一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邵阳
市文物局博物馆工程项目建议书”等，但由
于财政经费等原因，再次错失良机。在
2005年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市人大
代表郭建江领衔提出1号议案，要求修建市
博物馆；2008年和2009年的市人民代表大
会上，郭建江再次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了

《关于尽快修建邵阳市博物馆的议案》。在
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市博物馆于2012年9月开始征地，2013年3
月开始破土施工，主体工程2015年竣工，目
前正在加紧装修中。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文化重心倾向基
层，不断加快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努力让广
大群众享受文化雨露的滋润。洞口县投资

130万元的文化馆扩建工程目前已交付
使用，投资1.3亿元的城步民族文化体育
中心于2015年6月建成投入使用，新宁县
文化体育中心项目正在稳步推进。2015
年，市委、市政府把当年定为“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年”，并出台了实施方案。全市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年活动内容包括：实
施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或美术
馆、数码影院、剧院、文化广场（简称“三
馆两院一场”）、农村广播“村村响”、乡村
文体小广场等。随后，12个县市区“三馆
两院一场”建设全面铺开。

电影院建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5
年，我市新建6家影城，全市影（院）城总
数达到21家。其中市区7家，县（市）城镇
影院14家。银幕发展到77块，可同时满
足约 8000 位观众观影，实现了县城数字
电影院全覆盖，步入全国地市级电影发
展先进行业。如今，无论是乡间农夫，还
是城中市民，每到闲暇时，都可以走进大
大小小的农家书屋、乡镇文化站和文化
广场里，歌舞飞扬，自娱自乐，一幅文化
繁荣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创新服务载体，阅读更加方便快捷

“80后”邓洁平时喜欢阅读，自从今年6
月22日我市首家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松
坡图书馆建成对外开放后，她都定期去借
阅自己喜欢的图书。该图书馆集办证、借
书、还书等功能于一体，藏书2000余册，市
民只需凭借书证就可享受24小时全天候自
助服务。邓洁说，只需将身份证或借书证
放在图书馆门口的读卡器上，待身份验证
成功后，即可进入自助图书馆，从书架上挑
选自己喜欢的图书，然后在自助借还机上
进行借书、还书、借阅查询等相关操作。读
者可以像操作银行自助取款机一样，通过
自助借还机借还图书，不再受图书馆开放
时间的限制，十分方便快捷。

松坡图书馆馆长金国辉介绍，自助图
书馆内的图书根据读者的借阅量，对借还
机内的书籍随时进行补充，三个月更换图
书种类，让读者更方便地借阅到不同类型
的图书。下一步，他们计划在市区人口流
动量大的城南公园筹建一家24小时自助图
书馆，市文化艺术中心新建设的图书馆也
将参照这一模式对读者实施全馆自助。这
项服务功能的引进和推广，将大大提升市
民群众借阅图书的方便性和自主性，为全
民养成良好的阅读氛围提供有力的保障。

同时，松坡图书馆还通过设立图书服
务点的方式，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
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文学作品带来的乐趣。
自2010年以来，松坡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图
书服务点的建设。“十二五”期间，松坡图书
馆在大祥区板桥乡金桥村、新邵县大新镇
龙口溪中学、邵阳市武警支队、宝庆府邸小
区等地设立图书服务点20余家，对这些图
书服务点提供800至2000册左右的图书，
以及一些书架、计算机等，并定期逐步增加
各个服务点的藏书量和加快图书流动率，
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得各个服务
点人均藏书量更为丰富，更多读者受惠。

“文化雨露”润泽，城乡群众美美哒

动动手指，就能轻松地自助办证、借还图书。 陈贻贵 摄

市文化馆管弦乐团正在表演器乐合奏《天路》。 杨敏华 摄

经典花鼓戏《牙痕记》复排后搬上舞
台，深受观众喜爱。 陈贻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