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西太湖畔，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在
这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走新更走心，潜移
默化引领社会新风尚、汇聚正能量，温暖已成为这
里的幸福底色。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 区委党校 陈鑫

□ 记者 张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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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乡村泛起文体涟漪

去年，西湖街道被纳入省
级“五社联动”试点单位。所
谓“五社联动”，包括了社区亲
民化、社会组织专业化、社会
工作者职业化、社区志愿者常
态化、社会慈善资源多元化。

随着“两湖”创新区建设
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国际化
元素在西湖街道集聚。据不完
全统计，西太湖片区引进了各
类海外人才超 2700 名。依托
这个资源禀赋，结合“五社联
动”省级试点，西湖街道开始
探索国际化志愿者“服务 + 引
导 + 融合”的特色之路。“他
们既是社区的服务对象，也可
以成为社区活动的参与者、志

愿服务的提供者，为社区带来
国际化、青年化的活力。”殷
海峰表示。
今年 8 月，街道发出志愿

者招募计划：呼吁和欢迎更多
国际友人，有海外留学、工作经
历的人加入，常态化在社区教
育、扶危助困、环境保护等多个
领域传播国际化理念，“在地
化”发光发热。

据了解，西湖街道现有镇
级志愿服务组织 30家、志愿者
3000 余名，志愿服务涵盖教
育、就业、养老、卫生健康、
文化体育等方面，全年开展各
类活动 350余场次。在殷海峰
看来，不同国家、不同肤色、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友人的加
入，正在让志愿服务变得“洋
气”起来。

近年来，西湖街道承担起
“两湖”创新区核心区建设使
命，致力于打造“15分钟便民
生活圈”。

西湖街道综合市场是武进
第一家三星级菜市场，建成于
2022年底。今年，位于湖滨社
区的滆湖市集也改造提升完成
并投入使用。由此，西湖街道
在全区各镇 （街道）中率先实
现了三星级菜市场全覆盖，既
兜得住“烟火气”，又盛得下
“精致感”。

“烟火气”与“文明风”和
谐共生。去年，西湖街道在综
合市场内设置“尚德厅堂”党
群服务中心，举办了集体生日
会、菜场里的博物课、“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会等活动。
西湖街道“声入人心”宣讲团

也在此提供“点单式”宣讲服
务，面向经营户、老百姓、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讲理论、讲政
策、讲发展。

每个月逢四、逢九，是蠡
河的传统集市，居民们都到菜
场买菜赶“集”。西湖街道制定
活动清单，由各部门轮流在
“尚德厅堂”开展食品安全宣
传、反诈宣传、儿童托管、安
全宣传等便民服务和志愿服务
活动，并融入理论宣讲，增加
宣讲的频率和覆盖面。
“我们将持续聚焦居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将更多‘文
化大餐’和便民惠民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让‘烟火气’更足、
‘文明风’更劲。”常州西太湖
科技产业园党工委委员、西湖
街道党工委书记殷海峰表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
乡村体育活动凭借独特的体育
精神、人文情怀、民俗活动，
成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去
年，第十届“蠡河杯”篮球邀
请赛成功举办，270 多名运动
员参赛，19 名“洋球员”助
阵，每场比赛直播都有 1 万多
人在线观看……这些数据都创
下了全市之最，让“蠡河杯”
一跃成为常州最具影响力的村
BA品牌赛事，也为“两湖”创
新区建设注入了体育文化新动
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今年 9月，第十一届“蠡
河杯”篮球邀请赛如约而至，
为期 20余天，共有 12 支代表
队、200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为了给居民群众带来更好的观
赛体验，西湖街道引进了专业
的赛事直播团队，把高质量的

比赛画面传送到更多球迷朋友
的眼前。

据统计，西湖街道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 11.05 平方米，
为全区第一。“每年举办的大
型文体活动有 150多场，我们

逐步完善健身设施，放大文体
社团和人才队伍引领作用，用
本土赛事涵养文明与活力，就
是希望为居民群众带来更多健
康、快乐，打造一个‘幸湖
湾’。”殷海峰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
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机制。”当前，在公共
文化服务过程中仍存在资源分配
不均、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因
此，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机制，既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认真制
定并持续优化相关政策体系，以
清晰界定文化资源下沉的具体目
标、实施路径及详细措施，建立

健全财政保障机制，确保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拥有稳定可靠的资金
池，避免资金短缺成为服务提升
的瓶颈。此外，积极构建科学的
考核与激励机制，将文化资源下
沉的实际成效作为考核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在制
度创新方面，积极探索公共文化
设施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改革
路径，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建
设与运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同时，强
化监管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红
利真正惠及基层，严防资源浪费
与形式主义倾向，确保优质文化
资源能够精准高效地送达每一位
基层群众手中。

二是整合平台资源。进一步
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驱动文化资源深
度整合与高效利用，构建基于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平台，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
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服务。
同时，要积极强化各公共文化
设施间的网络互联与数据共享
机制，通过标准化的接口协议
与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图书馆、
文化馆等关键文化节点间的无
缝对接。此外，要积极推动服
务模式的创新升级，如通过总分
馆制的数字化管理，构建起跨越
城乡界限、覆盖广泛受众的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并通过该服务网
络使文化资源实现均衡分配与高
效流动，进而促进城乡文化生态
的协同发展。

三是挖掘内生动力。通过多
种方式鼓励基层群众积极参与公
共文化活动的组织和策划，鼓励
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策
划者与执行者，共同打造富有生
命力的参与式文化生态系统。通
过设立社区文化基金，吸引社区
居民捐款与企业赞助，为文化活
动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
定期策划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
节庆活动，如民俗表演、手工艺
展览、读书分享会等，这不仅可
以丰富广大基层群众的业余生

活，还可以促进邻里间的沟通交
流，不断提升社区向心力和归属
感。与此同时，各相关职能部门
要积极加大对基层文化人才的培
养力度，通过培训、交流、激励
等多种方式，提升其专业素养和
服务能力。各级政府要注重挖掘
和传承本土文化资源，培育具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为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注入新活力。

“文明风”融进“烟火气”

“五社联动”托举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