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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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注重公共文化服务硬件建设， 每个社区都建了文化室和图书室
■她强调公共文化软件服务质量， 组织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生活
■她积极推动文化休闲广场建设， 搭百姓周末大舞台惠及群众三万
■她就是卢沟桥街道办事处文教卫生科科长、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文化使者”王新

给社区居民盖上了文化室

组织社会名流做讲座吸引企业主建会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东河沿社区联合工会主席周继英

□本报首席记者 边磊 文/摄

■首都工会人

双眼皮 ， 大眼睛 ， 红色毛
衣， 黑色阔腿裤子， 再加上岁月
流逝添在脸上的眼袋， 王新看起
来红红火火， 又充满柔和之情。
她流畅的话语里传达着急躁的性
情 ， 更流露着温和的热情 。 近
日 ， 记者走进丰台区卢沟桥街
道， 零距离采访了这位 “文化使
者”。

硬件建设
保证每个社区都有文化室

城乡结合部、 农居混杂、 出
租房屋多， 这让丰台卢沟桥街道
涌进了较多的外来务工人员， 有
些外来务工人员结婚生子， 第二
代都生活在卢沟桥辖区了。

“此外 ， 老旧小区的本地居
民， 新建商品住宅入住的高收入
群体， 都有着不同的文化需求 ，
怎样满足他们呢？ 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 一定要抓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 要从场地、 器材等基础
设施硬件上有投入 ， 有保证 。”
王新说。

为此卢沟桥街道先后投入经
费390万余元， 重点打造保利益
丰社区、 望园社区、 丰体时代社
区文化室等， 完成春园、 珠江紫
台 、 青塔东里等五个社区文化
室 、 图书室的建设 ； 投入经费
148万元， 结合社区特点与需求，
为37个社区和文艺团队配备了民
族乐器、 电子钢琴、 手风琴、 拉
杆音响、 演出服装、 道具等文化
设备。

卢沟桥辖区面积大 、 社区
多， 常驻及外来人口近30万， 辖
区内企 、 事业单位 、 学校 、 部
队 、 非公经济组织及劳动工地
多 ， 每个社区就是一个文化阵
地， 要充分发挥各社区的文化引
领、 文化聚集、 文化教育， 提高
整个辖区的文化共享指数和百姓
幸福感。

“我们的目标是， 37个社区，
每个社区都要有文化室 、 图书
室， 要保证辖区居民、 外来务工
人员、 职工有100多平方米的活
动用房， 这样居民才能根据自己
的爱好 ， 参加更多文化活动 。”
王新顿了顿， 扬了扬头， 信心满
满地告诉记者。

截至2014年12月， 卢沟桥街
道基层文化活动室建有率从原来
不足33%到现在的91%。

软件服务
办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生活

“书到用时方恨少 ， 我干社
区20多年了， 感觉知识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 润物细无声的， 但她
的力量很强大 ， 可以改变人 ！”
王新感慨地说。

“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转型期，
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一些
人就会有抱怨， 思想就容易走弯
路。 如果让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丰富了， 平时多跳跳舞， 多唱唱
歌， 尤其是多看看书， 他们的知
识增长了， 视野开阔了， 看待周

围的人事态度会更平和， 对他们
幸福快乐地生活也充满裨益。”

对知识的推崇， 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 坚实了王新在丰富职工
群众文化生活路上的步伐。

除了益民书屋， 王新还为社
区申请了图书配送点和计算机联
网点。

“图书配送点要求书屋面积
不低于50平方米， 有专人管理，
丰台区文委图书馆为社区投入资
金1万元， 同时配备书架、 期刊
架 、 阅览桌 、 图书文献 1000册
等。 经过申请， 现在我们京铁家
园、 青塔西里、 丰体时代三个社
区都有了图书配送点。” 又先后

投入了4万元， 用于后期更新图
书设备及购书。

而计算机联网点则可以上电
脑直接看电子书籍， 卢沟桥街道
目前已有大井、 五里店、 长安新
城等6个社区有了计算机联网点，
大大便利了职工群众阅览各种电
子书籍。

“图书室有了， 看书的身影
多了， 大家也希望展示自己， 借
助图书室的平台， 各个社区开展
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比如每个寒
暑假， 社区都会组织读书主题活
动。 比如长安新城社区经常组织
幼儿图书交换集市、 学龄前儿童
家庭亲子活动等。” 王新自豪地
告诉记者。

每个寒暑假， 37个社区都会
结合主题组织青少年开展图书
会、 朗诵、 演讲、 写读书心得、
开展英语沙龙、 请退休教师辅导
社区孩子等活动， 利用书屋为社
区青少年服务。 王新说： “文化
能影响人， 塑造人， 能让人的精
神世界丰富起来。 楼门把大家隔
开了， 各种各样的社区文化活动
却能让大家的感情融洽起来， 亲
密起来 ， 让大家的日子快乐起
来！”

创新活动
文化休闲广场惠3万人次

随着社区文化服务设施的完
善， 卢沟桥群众文体活动轰轰烈
烈开展起来， 各社区共活跃了90
多支文化队伍。 “这么多的文化
队伍，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展示的
舞台， 总不能每次都是露天搞文
艺汇演吧 ？ 这时候街道领导出
面， 在红星美凯龙停车场东面规
划了一块土地， 准备建设卢沟桥
街道文化休闲广场。”

最终北京市财政局出资150
万元， 卢沟桥街道自筹90万元，
用于卢沟桥街道文化休闲广场建
设。 规划、 立项、 设计方案、 办
园林审批手续、 项目评审、 招投
标、 施工建设……王新忙得不亦

乐乎。
“卢沟桥街道文化休闲广场

如何既包含传统文化元素， 起到
教化作用， 又体现卢沟桥元素？”
为了践行这一设计理念， 整个文
化休闲广场以圆形为外观， 体现
和谐的中华传统文化， 并成为全
市唯一的圆形文化休闲广场。

去年3月份， 卢沟桥街道文
化休闲广场主体建筑完成， 广场
文化墙的设置成了压在王新心上
的一块重石。

怎样在广场文化墙上体现出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向街道领
导反映了创意得到一致肯定后，
王新开始进一步细分设计内容和
形式。 “我们最终确定了元旦、
春节 、 清明 、 端午 、 七夕 、 重
阳、 中秋7个节日， 上面是古代，
下面是现代， 正好七组画面。 节
日的古代部分用画面和一首古诗
表达， 比如用王维的 ‘每逢佳节
倍思亲’ 来传达古代过中秋的场
景， 而现代则通过一家人围在一
起看电视、 吃月饼等画面来表达
古今相承。”

“除了表现古今相承 ， 还传
达了现代一些健康的运动方式，
比如在清明节一组时， 古代部分
用 ‘清明时节雨纷纷’ 表达祭祀
凄凉的氛围， 而现代清明节则除
了扫墓， 还有植树、 骑自行车、
放风筝等画面， 增添了康健的生
活方式。” 王新颇有感触地告诉
记者。

2013年5月份 ， 焕然一新的
卢沟桥街道文化休闲广场投入使
用， 很快成为职工群众休闲娱乐
的中心区域。 “就拿周末的 《百
姓周末大舞台》 来说吧， 每周至
少一次， 各个社区、 辖区单位、
学校和首都文联等轮流过来演
出， 每次观众都有五六百人。 今
年从5月份到9月份， 一共演了26
场， 场场观众爆满， 广场成为群
众休闲娱乐纳凉的好去处！” 王
新自豪地说。 截至目前， 各类群
众文化活动已达到260场， 受益
人群达到3万人次。

周继英是东城区和平里街道
东河沿社区的专职副书记， 同时
兼着联合工会主席， 2012年开始
接手工会工作。

“跟您说 ， 我们这儿有很多
社会资源， 外交部、 中国文联，
交通部、 煤炭部、 民委的宿舍都
在这里。 作家刘心武、 老舍的儿
子舒乙、 民俗学家赵书、 毛泽东
的警卫员张木奇等， 都住在我们
社区。 虽然刘心武在顺义买了房
子， 但也经常回来。 老同志们经
常帮我们出主意。”

别看都是大家， 但和工会的
关系也非常好。 尤其是职工， 特
愿意和这些大家聊天。 这样的资
源， 就成了工会的智囊团。 工会
经常针对职工的文化需求， 举办
一些活动。 比如张木奇， 曾经担
任过毛泽东11年的警卫。 周继英
就在日常走访中问职工是否愿意
听。 说愿意的职工多， 工会就安
排了一场讲座。

东河沿社区有个很大的电教
室 ， 能坐100多人 ， 讲座那天 ，
整个礼堂都坐满了。 张木奇以前

曾经给不少中小学校都讲过课，
经验十足， 与职工们在一起， 更
是谈笑风生。 那堂课的效果别提
多好了。 还有从市委、 区里退下
来的老干部， 还有在外交部工作
多年的驻外大使们， 还有刘心武
先生， 还有不少民俗学家， 都给
辖区的职工讲过课。 课余时间，
周继英就趁热打铁， 宣传工会，
宣传入会的好处， 宣传京卡。 当
然， 好处， 职工已经感觉到了，
能听到这么生动的课本身就是大
益处。

职工听了讲座， 很受益。 但
是老板可不愿意让职工来， 怕他
们知道的太多 ， 伤害企业的利
益。 周继英对老板说： “你就放
心好了， 只会对你有好处， 不会
有负面影响。”

有一次， 一个老板竟然悄悄
地来了， 就坐在后面， 一听是讲
文学作品赏析的 ， 也听得入迷
了。 再后来， 无论签合同， 监督
企业建会， 推行京卡等等， 都挺
顺利的 。 感情一沟通 ， 就好联
系， 就好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