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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馆”到“窗口”，邹城文化馆悄然改变

有需要，找“幸福文化快线”
文/图 本报记者 韩伟杰

文化馆打开了主动服务的窗
口，文化馆的艺术老师们也主动走
出文化馆，帮助民间艺术团队编排
节目。邹城钢山街道后八里村是

“阴阳板”发源地，把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阴阳板”编排成60人参
与的大型舞蹈，从山东艺术学院舞
蹈编导专业毕业的张莉作为专业
指导加入村民的排练中。

“大家热情很高，村民们都想
把‘阴阳板’这个自己的东西表演
好，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从
基本动作到律动、集体舞队形，一
遍遍地编排。有了专业指导，后八
里村的“阴阳板”表演顺利完成，多
次获得大奖。

“‘幸福文化快线’组建两年
了，整合了城乡的文化资源，也扩
展了文化馆的服务，形成了文化合
力，这些效果都是看得到的。”2012

年，“幸福文化快线”获得山东省文
化厅“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优秀实践
奖”，也成为邹城文化馆着重推广
的文化品牌，但刘向宏认为，“幸福
文化快线”还只是搭好了架子，与
定位的“公共文化综合服务平台”
还差得很远。

刘向宏告诉记者，强化公共文
化服务能力和水平，邹城文化馆还
需要“苦练内功”，“如果有一天，百
姓有啥文化需要，先想到幸福文化
快线，这就算做好了。”

从三级馆到国家一级文化馆，邹城文化馆转身升级
的同时，如何定位自身功能成了新问题。把文化馆变成
窗口单位，主动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邹城“幸福文
化快线”将群众文化需求相关的咨询预约、辅导培训、文
化活动组织策划连了起来。

为民间艺术团搭建舞台，为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提供
看台，打造文化为民服务综合平台是邹城“幸福文化快
线”的发展目标。

翻开邹城文化馆升级改造前
的相片，台球俱乐部的广告牌很
少显眼。红色的台球俱乐部挂在
群星艺术服务中心的下面，“一楼
台球，二楼文化馆”，在2011年之
前，邹城文化馆淹没在台球俱乐
部、艺术培训班以及沿街的各类
商业门面中。

“当时我们自己默认为三级
文化馆，但我们要争当国家一级
文化馆。”刘向宏说出这个想法
时，很多文化馆同行都不相信。但
作为邹城市文化馆馆长，刘向宏
知道争取国家一级文化馆的重要
性，尽管完成这个升级转变难

度很大。“头3个月开了120次会，
就是要大家统一思想，一定得评
上一级馆。”

2011年11月，国家一级文化馆
的牌子挂在了邹城市文化馆门
前。“文化馆是什么？到了节日，组
织个演出，唱唱歌，跳跳舞，这是
社会上和很多文化馆工作人员对
文化馆功能的认识。但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室，为群众提供丰富多
彩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才是文化
馆最根本的职责。”刘向宏觉得不
能再按照文化馆职能的老一套来
要求自己。

5月28日一早，64岁的郭维兰
带着玫红色的演出服来到邹城文
化馆二楼的舞蹈功能室。因为之
前已有预约，郭维兰完全不用担
心和其他艺术队“撞车”。“我们以
前就3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

多个了，晚上在文化广场跳，白天
来文化馆的舞蹈室跳。”跳了两个
小时，跟“幸福文化快线”大厅的
工作人员们说声再见，咨询员姜
珂问郭维兰这周是否还要预约功
能室，已经有模特队预约了周四
的功能室。

在“幸福文化快线”建立前，
姜珂的工作更多的是参与演出，
为民间艺术队提供辅导。而加入

“快线”后，她和同事又增加了为
群众解答疑问，接收预约咨询，调
查群众文化需求的工作。

成立“幸福文化快线”后，刘
向宏觉得文化馆比以前忙了很
多，接收群众文化咨询预约、为艺
术团队提供辅导培训，组织各类
文化活动演出，挖掘文化能人。

“我们要把‘幸福文化快线’做成
一个文化品牌，这其中的重要一
步就是把文化馆变成主动服务的
窗口单位。”刘向宏认为，“幸福文
化快线”的名字就是它要发展的
方向，让群众享受高效快捷的文
化服务，把文化融进生活增加群
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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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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