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1月 25日，一台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在
梁家河村拉开帷幕。陕北说书、歌曲、舞蹈、器乐演
奏……一个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的节目
轮番上演，文艺工作者声情并茂地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阵阵掌声。
原来这是石堡镇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廉洁文艺小
分队接到村民张勇的“点单”，专门组织人员进村为群
众送“党的二十大精神文艺宣讲”来啦。

“通过文艺作品展演的形式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更加贴近了群众的生活实际，让宣讲活动更
有亲和力，真正让宣传在基层动起来、活起来、新起
来。”镇人大主席赵华说道。

“文化志愿者服务队‘接单’很快，这些节目都很
接地气，都是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能在家门口看
到这样的演出，让我们对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加深
刻的理解，让大家在看节目之余增长了见识，挺好的，
我们都很喜欢看。”张勇说。

同时，由保洁员和志愿者组成的“爱心打扫”志愿
清洁小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活动。活动伊始，
志愿清洁小队划分清洁区域，有的负责街道清理，有
的负责房前屋后打扫，有的负责捡拾树下的白色垃
圾，并呼吁市民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隆冬严寒
丝毫没有减弱志愿小队服务的热情。

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不仅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
境，也把文明意识、良好行为习惯的种子播撒到家家

户户，让辖区群众感受到了真善美的志愿服务精神，
促使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共建美好家园。

“我们从多层面精准对接群众公共文化需求，招
募文化志愿者服务队12支共400余人，推出‘菜单式’
志愿服务，通过各志愿服务队‘备菜’、群众‘点菜’、实
践站调剂‘配菜’、志愿者上门‘送菜’、群众现场‘品
菜’、村支部‘买单’六个流程推动志愿服务标准化、精
准化。同时，长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代办跑腿、政策
宣讲等志愿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落地开花。”漆永
辉介绍说。

此外，石堡镇还出台了“12德 36范”村民行为规
范、“四规两馆一榜”等制度机制，用软性约束促进群
众形成文化自觉。同时，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深入挖掘阐释黄
龙移民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讲好黄龙故事、移民故事，提升黄龙文化的影
响力、凝聚力；发挥好软硬件“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
化传承、服务群众”的作用，常态化开展新风文化活
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群众文明程度。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着力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优化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全力
凝聚乡村群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精神动力，推进石堡
镇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镇党委书记杨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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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书法协会会员、书画老师李彦组织学
生在县城西广场开展春联义写活动

● 石堡镇志愿清洁小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活动

●“百灵鸟”合唱团在文化馆彩排歌曲

● 梁家河村民在钓池边摆摊做生意

● 孩子们在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翻
阅书籍

百花芬芳润心田
——黄龙县石堡镇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工作纪实

通讯员 王华 记者 常青

文化设施“全覆盖”厚植文化“服务潜力”▶

“你带着一片祥云走来，四季如春

歌如海，风车小镇都是爱，相偎相依不

分开……”每天清晨，和着公园欢快的歌

声，迎着温暖和煦的朝阳，黄龙这座婉碧

柔和的北方小城逐渐苏醒过来。

基于县城周边的地理优势，近年来，

石堡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

牢抓住“文化根基”，持续完善公共文化设

施，创新服务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

化发展，惠及全民、覆盖城乡、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公共文化服务成为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硬支撑”。

走进石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农业、科技、
少儿、文学、养生等方面的图书种类齐全，整整齐齐地摆
满了书架。居民隋继斌正手捧一本《中医体质养生》坐在
书桌旁认真阅读着，不时低头做着笔记。

“这里的书很多，一些书本内容贴近生活，每天我都
会来社区图书阅览室，翻阅自己喜欢的图书，享受阅读带
来的乐趣。这本《中医体质养生》讲了许多养生小知识，
简单易学，回去我要给家人普及。”隋继斌说。

居民除了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翻阅到自己喜欢的书
籍外，还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休闲娱乐方式，免费
编排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

58岁的退休职工魏建文喜欢戏曲，经常组织热爱戏
曲文化的市民们在社区活动室排练，共同享受幸福多彩
的退休生活。

“镇上为我们提供了活动场所，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
爱好相同的朋友，在一起唱戏让我们心情愉悦，也让我们
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说起自己老有所乐的退休生活，
魏建文有说不完的话。

棋牌室内，象棋爱好者冯延飞正和老友们在棋盘上
运筹帷幄；排练室里，孙少龙扎着马步，身体随着悠扬的
乐曲有力地开始摆动。

“镇上以活跃居民群众文化生活为目标，充分挖掘辖
区文化资源，寓教于文、寓教于艺、寓教于乐。镇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内设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书画室、健身室等
8个功能室，所有功能室均免费对外开放，用于满足辖区
内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文化需求，旨在为居民打造多元化
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和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家园。”副镇长
漆永辉介绍说。

石堡镇将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与创建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镇建设有机结合，按照《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标准》和规范化、标准化、特色化要求，投资50万元，全面
完成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建成镇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所 12个、家风家训馆 1个、民俗文化馆 1个、移民文
化村 1个；各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均设有文化活
动室、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文化体育广场等。目前，共
有各类文化活动场所 21个，文化阵地布局合理，制度健
全，实用高效，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覆盖，服务能
力明显提升。

“多彩多彩的黄龙，美丽的黄河绿洲……”走进县文
化馆，欢乐的歌声不绝于耳。演播厅内，“百灵鸟”合唱团
正在认真地彩排歌曲；舞蹈室内，“姐妹花”舞蹈队正和着
美妙的节拍载歌载舞；书画室内，书画爱好者们正在老师
的指导下气定神闲地运笔成书，整个文化馆沉浸在热闹
欢快的氛围中。

舞台、服装、话筒、笔墨……文化馆培训班设施齐全，
又邀请专业老师指导教学，免费对外开放，吸引了众多文
艺爱好者积极加入。

“百灵鸟”合唱团成员王爱玲是这里的常客。在这
里，她认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也掌握了很多唱歌技
巧。

“我们合唱团现有成员100余名，大多是离退休干部
职工，大家因为热爱歌唱相识，之前一直是跟着别人练
习，经过县文化馆老师专业培训后，才算真正‘上了道’，
歌唱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加快乐充实。”王爱玲打开了话
匣子。

舞蹈室内，“姐妹花”舞蹈队成员窦喜云和姐妹们共
舞一曲《黄龙情歌》，感受着舞蹈独特的魅力。她自2016
年在文化馆舞蹈室学习跳舞以来，已经熟练掌握了民族
舞、古典舞、现代舞、广场舞等多个舞种。

寻着一股笔墨香，来到位于文化馆四楼的书画室，县
书法协会会员、书画老师李彦给几个学生耐心讲解着握
笔姿势、运笔方法、汉字结构。

“我研习书画已经 40多年了，书画可以让人静心
养神，学习书画不分年龄，通过学习书画学习做人。
我们书画班现有学员 100余人，春节前大家会自发在
城西广场开展春联义写，我还在线上进行授课，帮助
大家提高汉字书写和绘画水平，共同弘扬书画传统文
化。”李彦说。

石堡镇联合县文旅局、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旅游
服务中心建立联动机制，用好“三馆”和镇综合文体中心，
坚持常态化免费开放和开办各类文化活动。镇域内成立
文化研究会，书画、摄影、戏剧、舞蹈、猎鼓和象棋协会等，
现有会员1200余人；组建锣鼓队、广场舞队、自乐班等文
艺团（队）14支，共有 2800余人参加。常态化开展送戏、
送书、送文化下农村、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举办黄龙猎
鼓大赛，普及开展猎鼓进校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
传统节日，组织各类文艺活动；利用“文化遗产日”“全国
科普日”“图书宣传周”等举办主题宣传活动；依托广场、
公园和游客聚集景区舞台，组织带动群众开展各类演出，
把文化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营造了“天天有歌
声，人人都参与”的浓厚氛围。

2022年5月28日，“尚安杯”超级联赛垂钓比赛在
石堡镇梁家河村尚安国际垂钓基地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245名钓鱼爱好者齐聚垂钓基地，同场竞技。

比赛期间，选手们精心准备好钓竿、鱼饵，专注地
观察鱼漂，耐心守候鱼儿咬钩，动作十分娴熟。为了寻
找鱼口、诱鱼上钩，他们采取不同的战略、钓法和饵料，
可谓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不久，水面上接连响起了鱼
儿拍打水花的声音，不少选手陆续迎来鱼儿上钩。

众多垂钓爱好者表示，黄龙县自然风光秀丽，生
态环境优美，钓鱼场地建设标准较高，是垂钓、旅游的
理想之地。垂钓比赛为村民开辟了“致富路”。“我们
今天一天的客流量就有200余人次，销售额达5000多
元，我专门叫了亲戚帮忙择菜，不然我们4个人都忙不
过来。”梁家河村“水调歌头”农家乐老板辛强开心地
说，自镇上举办各类垂钓赛事以来，他的农家乐经常
爆满，前来品尝农家饭的游客络绎不绝，他和家人忙
得不亦乐乎。

梁家河村尚安国际垂钓基地是全国仅有的四个

大型垂钓基地之一，也是西北地区唯一的标准化千人
垂钓基地。2018年以来，石堡镇积极发挥生态资源优
势，打造了以垂钓赛事为突破、渔业养殖为支撑、产业
融合为方向的渔业休闲小镇，探索出一条特色产业发
展的新路径。

据了解，石堡镇坚持以黄龙特色生态文化为底
色，以民俗、康体、历史等各类文化为底蕴，将文化氛
围和资源转化成具象的文旅项目和可收益的文旅产
业。“文化+旅游”成效显著，“文化+体育”融合发展，

“文化+产业”协同推进。打造了常态化旅游节会节
点，推出特色旅游演艺活动；常态化组织开办系列垂
钓大赛、山地自行车赛、65KM超级越野赛、滑轮公开
赛等赛事，打开文体融合发展新路子；依托纯天然的
生态文化体系、自然舒适悠闲的生态文化特征与多产
业相结合，打造了核桃文化展厅、泄湖民俗文化村、中
蜂文化产业园区、中药材产业园区、山海秘境、渔猎文
化研学基地，形成文化研学、娱乐体验、创意消费的文
化产业链条，让群众搭上致富快车。

惠民活动“百花放”激发文化“服务动力”▶
服务治理“菜单式”提升文化“服务效力”▶

产业发展“促融合”释放“文化+”活力▶

● 梁家河垂钓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