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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
!妈妈"讲故事

文化其实离我们一点也不远，近得就
像在妈妈的怀里听故事。

在南翔，有一群“故事妈妈”，三年来，
二十多位“故事妈妈”通过“林琳讲故事”
这个公益亲子阅读项目，在线上线下，坚
持为小朋友们读书，不仅让孩子们爱上了
阅读，也让周边的社区家庭的读书氛围越
来越浓。

!年前，作为全职妈妈，林琳每天的生
活重心就是 "岁的女儿。“到了傍晚时分，
和很多年轻的妈妈一样，我也带着女儿楼
下逛逛。”林琳说时间久了，小区里“遛娃”
的妈妈们也都熟了，大家都希望能让小朋
友们多读读书，听听有益的故事。林琳自
告奋勇，每天带本书下楼给小朋友们念，
“我也不是专业学播音的，就是一位喜欢
阅读的妈妈而已。”除了读书之外，林琳还
会请听故事的小朋友们带上家里的手偶，
给大家表演一段书里的故事。

渐渐地，围在林琳身边听故事的人，
越来越多，于是，林琳索性就把故事上传
到喜马拉雅上，她讲的故事也渐渐从当初
的《我爸爸我妈妈》《憋不住》……这样的

幼儿作品扩展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她曾经
做过一个系列《寻根中国》，“我给大家讲
尧舜禹的故事，讲炎黄大战……孩子们喜
欢听安徒生童话，可是我们应该让孩子们
知道，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也很精彩啊。”
好几次，林琳在小区里碰到阿姨爷叔，他
们说，“以前你的故事是放给小孙子听的，
现在我们烧菜的时候，也会把你的故事放
着听。”

#$%!年，“林琳讲故事”公益亲子阅读
项目正式成立，成立三年来，由最初的一
位“故事妈妈”，已经发展为近二十人的
“故事妈妈”团队，并且注册了嘉定第一家
以阅读为特色的社会组织———上海嘉定
区阅力汇家庭公益服务中心，还找到了合
作伙伴，共同助力阅读推广。"年来，“林琳
讲故事”线下各类活动已开展百余场，影
响了千余户适龄家庭的阅读习惯，并发掘
出一批热爱阅读、享受阅读、学习阅读的
“故事妈妈”和“故事宝宝”。有一个“故事
宝宝”经过层层选拔，入选了一大会址纪
念馆的小讲解员。

上课
!班长"挑重担

推开家门，走到社区里，上海各级文
化馆里也有各种公益性群文艺术培训平
台，任你挑选。

奉贤区文化馆群贤俱乐部是由区文
化馆组织成立的公益性群文艺术培训实
践平台，也是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培训阵
地。“我们这里虽说是公益性的，但是玩也
要玩得高级一点，专业一点。”奉贤区文化
馆动态艺术部主任胡莎莎说，“我们这里
有艺术班（团）#$个，分为动态的和静态两
部分。动态的包括音乐、舞蹈、礼仪团队等
等，静态的就是绘画、书法等这些。”
“我们招收的都是业余学员，但也有

一定门槛，需要通过老师的考核才能进
班。”胡莎莎说，“就算进了班级，第二年的
三月也全部参加考核，优胜劣汰，不合格
的一样会被刷下来，补充合格的新学员进
来。”同时，不仅学员要考核，老师的资质
也要定期考核。

除了淘汰机制，还有奖惩机制。由于
同学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出勤率
成了问题，同学们自发商量后，决定对于
无故缺席的同学要有点小小的“惩罚”，谁

犯规了就在群里发 %$元钱的红包。至于
奖励，每年俱乐部都会表彰优秀的学员，
也会表彰优秀的幕后志愿者。由于俱乐部
是公益性组织，所谓的表彰也没有奖金，
就是奖杯和奖状，精神鼓励。
“每个班级还有班长、学习委员……

和在学校里的感觉一样。”胡莎莎说，“礼
仪团队出去表演时，班长黄雪花就要担负
起班主任的角色，从确定参加人数，到服
装道具的安排，事无巨细都要班长肩负。
这些班长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们做这些也
都不拿一分钱，全是凭着热情挑起担子。”

俱乐部创办以来，累计学员 #$$$余
人，参与群文活动约 #$$$$ 人次，师生先
后在全国群星奖、全国“小金钟”音乐奖、
全国小舞蹈家比赛、“上海之春”群文新人
新作、上海市民文化节、奉贤区群文新人
新作奖等多个赛事中获得一、二、三等奖；
静态艺术班师生创作作品入展全国综合
材料绘画双年展、全国藏书票暨小版画艺
术展、上海市民艺术大展摄影专题展、上
海国际摄影节团体汇展、上海市篆隶展、
上海市行书展、奉贤区青年美术大展等。

漫步
!歌声"在江畔

漫步在上海的街头，你可以随意走进
%"&家市级文创园区（含 !"家示范园区）。

老码头是原来的十六铺，有着老上海
的传奇，经过十年的发展，如今黄浦江两岸
滨江全面贯通，老码头已成为文化创意旅
游新地标，#$%'年，上海老码头第二次改造
完成，整新亮相黄浦江畔。

秉持着老上海独有的文化特质，老码
头搭建特色艺术创意平台，园区还引进一
批如印物所、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等时
尚、潮流的文创企业，通过展示、戏剧、音
乐、走秀等多维度跨界融合，将老码头园
区推上新地标。老码头与“印物所”联合举
办了“印之蓁蓁”插画展；非遗传承人汝窑
大师“朱氏父女”与油画、雕塑艺术家 ()*

联合呈现“沙与沫”艺术展；还有小东门街
道主办的金秋越剧；将老码头商业文化综
合体的特性，通过自然呈现活跃的商业空
间与静怡的文创办公氛围紧密结合起来；
每年 !月到 %$月，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爵士
乐队会聚集在“老码头”，将一场又一场爵
士盛宴奉献给大众…… 本报记者 吴翔

向“最后一公里”迈出坚实步伐
每一步都踏在文化的土壤上

! ! ! !本报讯（记者 吴翔）
昨天下午，“上海率先基本
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创建工作推进会议举
行。会议指出，要把 #$%'

年底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实
际行动，作为服务全国大
局的责任担当，作为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
实践，拿出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劲头，确保在年底
全面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为我国到 #$#$年基本建
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作出应有贡献。
会议指出，下半年是

创建工作的关键阶段，要
认真检视全面对标，用
“钉钉子”的精神把各项
任务抓紧抓实、抓深抓
细。要进一步统筹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增
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
力+完善公共文化产品和
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深
化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
制创新，确保圆满完成率
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各项任务。

会议要求，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涉及方面广、工作要求高，特别在最后的攻
坚期，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支撑力度，加强统筹协
调，提供全面保障，强化督促检查，建立长效机
制，在新的起点上抓好谋篇布局，不断开创上海
公共文化建设新局面。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会议并讲

话。徐汇区、浦东新区、金山区等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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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末! 上海将率先基本建成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市民们在家门口可以享受到各项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诸如图书馆"文化馆"剧场等

多方位的文化内容#

如今!上海正在编实织密$市%区"街镇"居村

四级基础设施%多点位公共服务设施&相交织的

公共文化设施全域网络!实现中心城区 &'分钟%

郊区 &(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 继续推进社区

文化活动'分(中心建设!已建成的基本管理单元

将做好公共文化配套设施建设#继续推动 ()"个

左右标准化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的功能

提升*全面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相

关部门也鼓励街道乡镇建设睦邻中心%邻里中心

等综合性服务设施! 补充基层文化服务功能!建

好$家门口的文化客厅&#

不久的将来!来到上海这座文化客厅!漫步

在乡村! 耳畔突然响起一曲雄浑的交响名篇)徜

徉在繁华商圈!也许转身就能遇见一场非遗精品

展)坐上公交地铁!站台和车厢里文艺气息扑面

而来**这样美丽的相逢!将不再是邂逅+

美丽相逢

!"#

! 吴翔

距离上海 2019
年末“率先基本建成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目标，还有不到半年
的时间。经过不懈推
进，上海正在全面打通
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如今，市民漫步
在上海，从市、区、街
镇、居村，每一步都踏
在文化的土壤上，各取
所需触手可及。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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