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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江景”不追高
建筑慎用暗色调

近日，广州市国土规划委发布了《广

州市建筑景观设计指引》，内容涉及城市

建设和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打造层

次丰富的城市天际线、打造活力街区、鼓

励办公商务区建筑适度开放首层空间、建

筑物要绿色环保等。

下好文化大棋 创建人文之城
上海把文化建设放在城市发展战略优先地位，着力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家门口的图书馆”让城市飘满书香

□ 郝 洪

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办了19届，年年

艺术盛宴，年年风光无限。尤其近几年，它

已然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仿佛是入

秋必行的仪式，每至10月、11月，许多人手

执一份艺术节的“演出地图”，穿行上海的

剧院、音乐厅、学校、公园、绿地、广场，与自

己心仪的艺术活动来一场美丽的约会。

据艺术节官方数据，今年，仅“艺术天

空”就在全市上演了46台、94场公益演出，

覆盖上海16个区、24个室内外场地。加上

丰富多彩的“艺术教育”活动，艺术节惠民

的覆盖面更广。

让艺术节从剧院走进城市公众生活，

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就像总能在城市街

角遇见24小时便利超市一样。让民众在

城市转角遇见艺术之美，这大概是艺术节

19年来能够一直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的城市不缺高端的剧院、音乐厅，

连社区的小剧场也建得足够气派，不复当年

引进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时在上海找不到可

演出场所、只能在体育馆搭台“看”音乐会的

尴尬。如何让这些场所“活”起来，让艺术惠

及百姓？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探索值得关注。

社会大众的分享与参与，是艺术节赖

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今年的艺术节论坛

上，英国爱丁堡节庆协会总监谈及爱丁堡

艺术节长盛不衰的原因时说：“爱丁堡是一

座只有50万人口的小城市，但它每年的节

庆活动被称为‘文化奥林匹克’，因为每年

可以吸引到450万人参与——城市里每年

大概有2/3的家庭都会参与我们这些主要

的节庆，节庆得到了80%的人非常高的认

同和参与。”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艺术节中来，这本

身也是艺术节的价值所在。每年，艺术家

们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签约到城市广场、

公园参加惠民演出，传递艺术真善美。《人

民日报》发表的评论认为，当人们在这些艺

术展演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并积

淀成城市文化精神，艺术节与城市就形成了

良性循环——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

着民众文化素养，民众高水平的文化素养让

社会公共文化有厚度、让城市有温度。

就在本届艺术节闭幕前夕，第五届全

国文明城市名单公布，有人欢喜有人烦

愁。全国文明城市每3年评选一次，门槛

高，创建难度大。上百条测评项目，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占比重不小，也是最

难达标的项目之一。城市经济可以跨越式

增长，城市文化的培育和塑造却来不得大跃

进，当有艺术节这样十几年如一日躬身耕

耘、不断贴近复杂真实公众生活的存在。

城市与艺术，有多少美丽的遇见，就有

多少尊重包容、平等开放的文化能量灌注，

成为文明的滋养。

上海不缺高楼缺生
态。曾经的城市发展
总是拼命填空，今天的
上海越来越讲求留白
的智慧。未来的世博
文化公园将是展示上
海城市精神和发展面
貌的一个窗口。这一
笔留白，不仅是为生态
留白，更为长远发展留
下了足够思考和腾挪
的空间。

□ 史林静

在河南许昌市鹿鸣湖畔的一座

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

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

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女孩是附近的

居民，几乎每天都要路过这里。她

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

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

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15日

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

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它由阅读、便民设施设备组成，是融

合智慧图书馆、便民志愿服务站为一

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为了促

进全民阅读，给百姓提供丰富的精

神食粮，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

的路段及公共服务场所建成12座

“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为读者提

供图书借阅、阅读学习等文化服务。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

玻璃房，但见房间通透宽敞，布置整

齐有序，一排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

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

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

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

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

设施。

“我们这里藏书量2000余册，

24小时免费开放，可以实现各网点

之间、网点与市图书馆之间的通借

通还。”“智慧阅读空间”唱和广场站

一名志愿者说，所有书籍由许昌市

图书馆负责统一配送、定期更换。

如今，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

读，昔日藏于图书馆的“隐身书”变

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95后

女孩卢静在保险公司上班，由于工

作时间机动，很多零碎的时间不知

如何打发。“以前就是闲逛和玩手

机，现在只要路过书屋，我都会进来

翻一翻。”卢静说，也不见得能看多

少，但摸着书，心就会变得很平静。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

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

化标签。“智慧阅读空间”自开放以

来，月均流动人数超过１１万人次，

月均办证总量超过900张，月均借

出图书总量达9100册次。

在“智慧阅读空间”许昌高中

站，一个意见簿吸引了新华社记者

的注意，其中一个落款为“高三学生

家长”的留言这样写道：希望多些高

中学生可看的书籍，如高考作文、时

事、读者文摘……

“每一个‘智慧阅读空间’都设

置了征求意见薄，并通过微信公众

号的方式，收集读者意见和建议。”

“智慧阅读空间”许昌高中站负责人

李珊珊说，他们会根据读者要求定

期更换图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

富的精神食粮。目前，许昌市已建成

“智慧阅读空间”12个、诚信阅读漂流

书屋41个、电子借阅机90个。

“接下来，我们的‘智慧阅读空

间’将在中心城区全面推开，打造15

分钟阅读圈，让城市飘满书香。”许

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相锋说。

在城市转角
遇见艺术之美

《《廿四节气廿四节气》》十竹斋水印版画艺术作品在京展出十竹斋水印版画艺术作品在京展出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廿四节气》作品在北京前门大街94号开展，

由杭州十竹斋艺术馆馆长、十竹斋木版水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魏立中历时3年创作而成的《廿四节气》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节气以版画方式呈现。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18年1月10日。图为魏立中（左一）在开

展仪式上介绍《廿四节气》及木版水印技艺。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 摄

□ 颜维琦 曹继军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上

海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重点策划

了艺术节开幕演出《启航》、庆祝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及诗歌

朗诵会等重点活动。上海的文艺

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丰沛的

艺术语言，讴歌党带领中国这艘航

船穿过激流险滩、踏平惊涛骇浪、

带领中华儿女一起实现中国梦的

豪迈进程。

一座城市的活力应以文化的繁

荣为主要标志。随着人民的需要从

物质文化需求发展到美好生活需

要，文化建设也要提升至更高层面，

肩负更多使命。上海从坚持文化自

信的高度推进文化建设，将提升文

化软实力放在城市发展更加突出的

位置，认认真真下一盘面向未来的

文化大棋，加快推进建成国际文化

大都市。

着眼软实力
不能“为建而建”

今年秋天，上海进行的新一轮

重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更加突出重

内涵、重功能、重品质、重社会效益，

从过去以综合性为主到强调专业功

能细分，将行业职能的专业化与社

会功能的复合化融为一体，把公益

性和群众性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让更多市民能够分享文化体育设施

建设的成果。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

城、生态之城”，这是《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6-2040）》中描摹的上

海。志在建成全球卓越城市的上

海，在城市文化空间上布局深远。

位于虹桥路的上海国际舞蹈中

心自去年10月1日开放至今，已向

公众呈现了 195场精彩演出。同

时，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上

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市舞蹈

学校陆续进驻，让这里成为集创作、

交流、教育等于一体的舞蹈艺术高

地。人们来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

一流的演出、参与舞蹈公开课和工

作坊，甚至可以登上舞台，实现他们

关于舞蹈的梦想。上海芭蕾舞团团

长辛丽丽说：“许多从前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正在一一变成现实。”

硬件设施是文化的容器，是精

神和心灵感悟体验的空间环境，是

增强城市吸引力、影响力、创造力的

重要载体。上海清醒地认识到，不

能“为建而建”，发力在“硬”着眼在

“软”，让文化体育设施更好服务城

市功能和软实力提升，形成硬实力

和软实力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

就在最近，民族歌剧《江姐》、沪

剧《邓世昌》等41个舞台艺术作品

进行展演，电影《邹碧华》、电视剧

《苦乐村官》等48部影视广播作品

展映展播，“开天辟地——中国创世

神话”主题创作成果展等一批重点

主题创作、文艺活动全面展示了上

海文化的蓬勃活力。

着眼可持续
为生态和文化“补缺”

富而有礼，富而有义，富而有

文。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上海正

在脚踏实地地践行。

上海世博园区的后滩地区，拥

有一片天然的浅滩湿地。沿着历史

水系、工业记忆和世博肌理，一座面

积近2平方公里的世博文化公园正

在呈现。再过四五年，这片上海中

心城区最大的开放式绿地将成为生

态自然永续的森林公园。

“上海寸土寸金，建设世博文化

公园相当于放弃了下一个陆家嘴。”

上海市规土局详规处处长朱丽红

说，与陆家嘴一样，世博后滩地区是

黄浦江两岸45公里滨江岸线中最

具景观优势的“凸岸”，如果规划为

商业用地，其土地价值将达上千亿

元。在这儿建设世博文化公园，可

见上海建设生态之城的决心。这无

疑是上海留给未来的珍贵礼物。

上海不缺高楼缺生态。曾经的

城市发展总是拼命填空，今天的上

海越来越讲求留白的智慧。“未来的

世博文化公园将是展示上海城市精

神和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在朱丽

红看来，这一笔留白，不仅是为生态

留白，更为长远发展留下了足够思

考和腾挪的空间。

“坚持一张规划蓝图干到底，是

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时

至今日中心城区还能容纳新建大型

文体设施的关键。”上海久事（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久事体

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澜说。

如今，上海启动徐家汇体育公

园环境整治和综合改造工程项目，

以解决体育建筑建设年代较早、设

计标准偏低、功能定位不清晰等问

题，同时新建体育综合体、室外足球

公园和篮球公园，新增两条健身步

道，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打造“卓越

的体育赛事中心、活跃的大众体育

乐园、经典的体育文化地标”。这既

是对城市“旧里”的有机更新，更是

面向未来的重塑与升级。

注重获得感
把最优空间留给市民

拿出城市发展中的最优空间，

为老百姓打造最佳精神家园。这是

上海的魄力和远见。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上海群众

文化体育需求旺盛。2013年上海

市民文化节举办至今，每年总体保

持5万多项文化活动，近3000万人

次参与；2016年第二届上海市民体

育节举办各级各类赛事9778个，参

与人次超千万。

上海始终坚持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在重大文化

体育设施建设中，一方面遵循专业

规律，做出专业标准和水平，另一方

面更关注群众呼声、满足群众需求，

不断提升建设中的市民获得感。

未来的图书馆是怎样的？上海

将给出范本。上海图书馆东馆建成

后，近80%的空间将面向读者开放，

成为全体市民的“书房、客厅和工作

室”。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说，未来

的上海图书馆东馆会更加智慧化、

智能化。

上海博物馆要建设成为“世界

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上博

东馆便是一座开放的新型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告诉《光明

日报》记者，上博东馆将进一步拓展

教育体验和社会服务，更加注重观

众的参与感和参观体验。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发

源地，这座城市还在努力挖掘历史

文化积淀，发掘红色文化，延续城市

历史文脉。把文化建设放在城市发

展战略的优先地位，着力打造更有

魅力、更有活力、更有温度的人文之

城，上海在路上。

河南许昌市在人流密集路段及公共服务场所建成12座“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为读者提供图书借阅、阅读学习等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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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
共话乡村振兴

为深入贯彻实施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乡村振兴战略，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委、

区政府率先谋划，广邀专家学者，诚约四

方宾客，开展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为

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共话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