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3+1”四级服务网络 三万文化志愿者注册 探索建立文化居委会

朝阳公共文化服务居民“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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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姓需求为导向
布局“3+1”四级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
“只需要在自助借书机上轻

轻一刷， 借阅书籍的相关手续就
会自动办理， 使读者有一种在自
家书房取书的感觉。” 朝阳区图
书馆常务副馆长李凯介绍说。 去
年， 朝阳区图书馆新馆落成， 升
级的设备让读者可以自行办理办
证、 借还书、 无线上网密码获取
等服务。

今年1至5月， 朝阳区图书馆
新老两馆累计接待读者近28万人
次， 累计借还书量约60万册次，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70余场次 ，
各 类 展 览 12次 ， 直 接 参 与 活
动近 27000人次。 目前， 朝阳区
图书馆文献流通量和办证数量
均 在 北 京市区县图书馆中位列
前茅。

“朝阳区图书馆属于四级文
化服务网络中的区级文化设施，
在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中主要
发挥统筹、 指导和带动的作用。”
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马骏介
绍道， 除图书馆新馆之类的区级
文化设施外， 朝阳区还建有地区
级文化中心， 这也成为了朝阳区
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特色所
在。 “我们在传统的区、 街乡、
社区 （村） 三个行政层级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
在全市首个提出以居民需求为导
向来规划公共文化布局， 根据环
境、 人口、 资源、 需求来统筹合
理规划地区级文化中心， 增设地
区级服务中心， 构建 ‘区———地
区———街乡———社区 （村 ）’ 四
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目 前 ， 朝 阳 区 正 在 建 设
CBD、 垡头等5个地区级文化中
心， 以实现不同群众文化需求的
交流和融合 。 记者在采访中看
到， 垡头地区级文化中心不仅设
有图书馆、 电影院、 民众教育学
堂、 为贫困儿童志愿捐书驿站等
这些符合日常文化需求的设施，
还有针对年轻人开设的绿皮火车

咖啡厅、 黑钻剧场、 垡头青年创
意、 多媒体数字空间、 车库创造
社等现代文化空间。

“地区级文化中心并不是面
面俱到 ‘小而全’ 的公共文化设
施， 而是更突出特色功能。” 马
骏表示 ， 地区级这种突出 “特
色” 的运行模式， 因地制宜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 满足了多元化、
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有
效地弥补了原有三级服务网络的
不足。

据统计， 目前朝阳区共建有
区级文化馆1个 、 区级图书馆2
个、 博物馆1个， 地区级文化中
心5个 （3个正在筹建）， 街乡文
化中心43个、 街乡图书馆43家、
街乡博物馆4家， 社区 (村) 文化
室436个、 村史博物馆2家。 有农
村文化大院11家， 文化广场200
个， 农村数字固定影厅43家， 建
构了覆盖城乡的文艺演出、 电影
服务、 文化活动、 图书信息文化
服务体系， 实现了15分钟文化服
务圈， 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

文化服务按需配送、 差异化
供给

注册文化志愿者超
过三万人

“将公共文化的服务对象按
人群进行划分， 并针对不同类人
群提供差异化的文化服务， 按照
需求细化、 以需定供的方式创新
朝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并形成长效机制， 这就是朝阳区
公共文化发展的思路。” 马骏告
诉记者。

据介绍， 朝阳区将公共文化
的服务对象按人群划分为本地城
乡居民、 弱势群体、 流动人口、
外籍人口和特定人群五类， 针对
这五类人群提供差异化的文化服
务。 其中， 本地城乡居民公共文
化服务重在 “均衡”， 弱势群体
的公共文化服务重在 “保障 ”，
流动人口公共文化服务强调 “公
平”， 外籍人口公共文化服务突

出 “交流”， 特定人群的公共文
化服务彰显 “品质”， 组织调研、
聘请专业机构调查 ， 了解各类
人 群的文化需求 。 根据各种需
求 ， 有 针 对 性 地 提 供 公 共 文
化服务。

朝阳区成立了文化馆基层文
化辅导中心、 图书馆图书配送中
心和传统文化配送中心， 推行公
共文化服务配送机制。 去年共提
供文化配送服务605场次。

据了解， 基层文化辅导中心
是文化馆专业干部按照基层需
求， 提供菜单式文化培训配送。
图书服务配送中心则是以区图书
馆为中心 ， 与街乡图书馆建立
“联采统编、 配送传递 、 资源共
享” 的网络体系， 实现区公共图
书馆 “小馆藏， 大资源” 目标，
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良性
发展。

此外， 朝阳区组建了由千名
专职人员与三万多志愿者构成文
化工作者队伍 ， 将 “社区一家
亲”、 “潮流音乐节” 等文化大
餐送到了百姓身边。 去年全年组
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3947场， 受
益人群200余万人次。

朝阳区还积极整合文联各协
会专家 、 会员以及民间文化能
人， 建立公共文化建设专家库，
通过数字文化网， 专家对社区群
众进行远程指导。

上啥文化“大餐” 居民自己
“点菜”

建立“文化居委会”
助居民文化自治

在按需定制公共文化服务的
基础上 ， 朝阳区还探索建立了
“文化居委会” 居民自治组织机
制。 在垡头地区文化中心， 有这
样一个 “文化居委会”， 成员主
要由周边 “五乡一街” 的100多
个居委会组成， 通过议事原则，
共同决定文化中心的活动建设项
目。

“文化中心这一年搞什么活
动 ， 都由我们文化居委会说了

算。” 来参加活动的居委会成员
告诉记者。 据介绍， 在垡头地区
文化中心的基础上， “文化居委
会” 还在双井、 南磨房等条件成
熟的地区， 推广试点经验， 不断
让居民通过文艺形式和文化方式
获得民主的意识， 推动了朝阳区
文化领域的居民自治。

“我们通过这种居民议事模
式， 让居民自己决定项目， 最大
限度地迎合居民的文化需求， 从
‘我演给你看 ’ 变为居民 ‘点
菜’”。 垡头地区文化中心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文化居委会的
模式推动了朝阳区公共文化建设
从关注文化福利到满足文化权益
再到实施文化治理的跨越。”

除了文化居委会模式外， 朝
阳区也在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
文化设施建设。 2014年初， 北京
首个由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街道
图书馆在朝阳区朝外街道开始运
营， 采取街道提供设施与场地，
社会力量参与街道图书馆运营，
区图书馆配送图书资源， 政府适
当对其提供资金补贴的运营模
式。 这种全新的社会力量参与管
理公共图书馆的模式运营一年多
来， 朝外图书馆内开展了阅读指
导、 专家讲座、 文化沙龙等各类
阅读活动数十场， 不仅提高了该
馆的地区影响力， 吸引了一大批
读者， 也使得亲子阅读活动深入
人心。

此外， 朝阳区还以朝阳区图
书馆CBD创意资料分馆为试点，
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特色图书
馆、 专业图书馆建设。 在影剧方
面， 朝阳区文化馆积极引入第三
方社会机构FIRST青年电影馆 ，
盘活朝阳区文化馆影厅资源。 同
时， 大力支持话剧 《中国梦》 创
作， 探索政府、 企业共同投资参
与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路径。

“以前都是在露天的地
方排练 ， 现在我们每周一
次在设备这么完善的剧场
里练习 ， 刮风下雨都不怕
了， 大家都很满意！” 在朝
阳区垡头地区级文化中心，
锣鼓队的文艺志愿者尹淑
云笑着告诉记者。

2013年， 朝阳区成功
创建北京市首个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 朝
阳区以百姓需求为导向，打
破三级行政区域划分设置，
构建“3+1”四级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 此后，朝阳区不断
夯实创建成果，目前注册文
化志愿者超过3万人， 并探
索建立了 “文化居委会 ”
居民自治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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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6月
19至22日， 由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 、
云南省临沧市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的 “2015北京国际茶文化展”
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京华茶业
除了精心备展、 参展之外， 成
功牵手云南临沧， 与临沧市临
翔区人民政府及当地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邦泰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 将普洱名品———云南昔
归普洱茶引入京城。

活动期间 ， 京华茶业公司
还在马连道茶城分会场专设展
柜， 向首都市民免费发放绿茶、
花茶赠饮装 、 茶叶知识手册 、
京华袋茶等小礼物。

6月19日至21日， 2015北京
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在北京平
谷马坊石佛寺机场举办。 本次
航展以 “极致体验， 触摸平谷
最美蓝天” 为主题， 三天时间
里， 将举办飞机静态展示、 飞
行体验 、 无人机模拟机体验 、
纸飞机大赛和房车晚会露营等
活动。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平谷举办
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 亲手
种上玉米、 西红柿、 黄瓜等各
自喜爱的蔬菜， 看着自己种的
蔬菜生长 、 成熟 ， 乐趣无穷 。
今年以来， 在城建十六公司长
阳理工大学2号地项目部， 项目
成员在办公区前的空地上， 围
出了数块菜地， 给由钢筋水泥
构成的施工现场增添了无限生
机。 本报记者 卢继延

通讯员 雷蕾 摄影报道

小菜地种出大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