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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文化场馆，处境大不相同

少年宫生机勃勃，工人
本报记者 陈伟 蒋龙龙

文化宫为何没落
资金缺乏成

文化宫没落主因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本报5月25日以《两

个工人文化宫合并求新

生》为题，对济南工人文

化宫和第二工人文化宫

将“合体”转身为“济南

市职业文化体育发展中

心”作了报道。工人文化

宫在现代社会到底面临

哪些生存窘境，为何会

走到如此尴尬的境地？

工人文化宫、少年

宫、群众艺术馆作为计

划经济时代产生、服务

市民的公共文化机构，

如今却遭遇着不同的

命运，与工人文化宫不

同的是少年宫和群众

艺术馆目前发展势头

依然良好。

同样的官方背景和公益文化性质，相比于少年宫

和群众艺术馆，工人文化宫为什么如此萧条？

专家建议，工人文化宫的发展应去除不合理的管

理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摆脱文化宫目前的尴尬境

地。

相比于少年宫和群众艺
术馆，工人文化宫的没落来
的又快又急。相关工作人员
分析原因时表示：“工人文化
宫的日趋冷清主要还是因为
资金缺乏，原先工人文化宫完
全由上级部门拨款，现在不同
了，不仅活动资金缺乏，工人
工资都要靠收取的房租。”

目前第二文化宫在职人
员大概有30多人，与以往相比
少了很多。据该单位文体科一
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介绍，职
工的基本工资由上级拨款，但
活动经费没有保障，场地维护
等工作需要工作人员自己去
做。

据介绍，在计划经济时
期，工人文化宫举办活动依
靠行政指令邀请参赛队伍，

经费由政府出，参赛队伍每
次都很多。现在举办活动要
靠文化宫联系参赛队伍，寻
找合作商家，筹集活动资金。

上述人士认为，工人文
化宫的冷清与文化宫尴尬的
境地有很大关系，“受事业单
位性质的限制，不能办纯商
业的活动，不能满足商家利
益最大化的要求。作为差额
拨款的事业单位，政府投入
的资金并不充足。”

“工人文化宫的没落和
周围国有工厂的大规模破产
密切相关，随着第二工人文
化宫周围的国棉一厂、二厂、
四厂和印染厂的破产，第二
工人文化宫就没有了用武之
地了。”周围散步的一位居民
告诉记者。

工人工资都要靠房租

随着时代的进步，市民
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KTV、
电影院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大
大冲击了工人文化宫的市
场。据工人文化宫物业科工
作人员介绍，“现在娱乐场所
众多，电影院的竞争尚且激
烈，工人文化宫的露天电影
等文化活动根本就没了市
场”，他向记者介绍，工人文
化宫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过
热，缘于计划经济时期文化
资源的缺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刘玉平告诉记者，自己
也注意到了工人文化宫等公
共文化活动场所逐渐被边缘
化这一现象。刘玉平认为，工
人文化宫等公共文化活动场
所，应坚持非盈利公益性文

化组织的属性，满足大众文
化生活的需要，“但在市场经
济下，利用率却不高，只有少
数人前去参加活动。”

刘玉平分析，文化宫边缘
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市场经济
下大众文化的需求相脱节。“社
会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多元
和高端，工人文化宫由于设施
陈旧，吸引力在不断下降。”

刘玉平认为，工人文化
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得“转
型”，“去除不合理的管理体
制，面向市场进行改革，只有
这样才能摆脱工人文化宫的
尴尬境地。”刘玉平建议，“总
体来说，城市公共文化生活
设施仍很缺乏，政府相关部
门应该加强基础文化设施的
建设。”

与大众需求脱节失去市场

济南市工人文化宫建于上世
纪50年代，总面积12000多平方
米，文化宫主要由5座楼房构成，
目前基本都已出租。在位于纬三
路19号的工人文化宫，记者看到，
刻有工人文化宫的墙壁上挂着

“济南市职工摄影协会”、“济南市
职工茶文化协会”、“济南市硬笔
书法协会”等11块牌子，据工作人
员介绍，这些单位由工人协会组
织，经常举办免费职工培训活动。

11块牌子中，更多的为外租
单位，有婚庆公司，有口才培训公
司，其中艺术培训学校最多。一进
文化宫大门，西侧的两层楼房，第
一层是一家菜馆，第二层为一家

宾馆，东侧的楼房也同样是一家
宾馆。在后院，一培训学校占据了
后面一层楼房，每到周末，前来培
训的学生进进出出。

据工人文化宫物业科的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工人文化宫在职人
员35名，文化宫向外出租也是没有
办法，“房租很低，收不上来多少钱，
职工什么福利也没有，只有每个月
1000元的工资，工资主要靠房租。”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
工人文化宫举办的活动以培训为
主，仍然坚持免费原则，学员基本
是来自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和退休
职工，“开展活动完全依靠收取的
房租支持。”

噪工人文化宫大部已出租

工人文化宫以“文化”见长，
而位于济泺路上的第二工人文化
宫则以“体育”活动的组织见长。
周边居民向记者介绍，上世纪60
年代举办比赛每次都有几十个代
表队，上万人参加，而现在每年仅
举办三四次活动。

第二工人文化宫曾在1994年
左右拿出40亩土地建设了农贸市
场，原先免费的体育场也改为收
费，每人次5角钱。在第二工人文
化宫前的五一广场，记者看到，周
末不少市民正在广场散步。广场
篮球场上，打球的市民很多，不过

篮球架都已破烂不堪，其中一个
篮球板还剩一半。“第二工人文化
宫已经出租给了某篮球学校”，周
围散步的居民告诉记者。随后记
者拨打了该篮球学校的招生热
线，“每节课收费40元，学员的场
地使用绝对能够保证。”

第二工人文化宫所属的一到
四层楼房，其中第三层为工人文
化宫的办公室，第四层已经出租
给一健身公司，下面的几层目前
仍然空置。目前楼房的电梯只能
通向这两个楼层。周末去健身锻
炼的市民不少。

每个周末，都会有大量的孩
子赶到少年宫上辅导班。市民张
广利告诉记者，他孩子今年5岁，
在少年宫报了个动漫班。孩子从
小对动漫感兴趣，听朋友说少年
宫里的辅导班不错，考察了几
次，就过来了，“学费不算太贵，
每学期600元左右，相比社会上
的培训机构便宜多了。”

济南市少年宫开展的培训
班上百个，除了传统的歌唱、舞
蹈、文艺、器乐，还有素描、跆拳
道、手工品制作等。建筑面积也
从原来的3000平方米扩大到了
16000平方米，新的7层教学楼刚
刚建成，即将投入使用。

“教学楼有100余个教室，每
个教室可容纳25人，各课堂报名
的总人数达到了7000余人，孩子
年龄从3岁半到15岁不等，孩子
上课都在周末。暑假还会举办各

种夏令营。”少年宫相关负责人
介绍。

据了解，少年宫最早并不面
向社会招生，而是学校推荐有特
长的学生，到少年宫免费培训。
少年宫相关负责人介绍，但从上
世纪90年代开始，少年宫就不再
免费了，而是根据物价部门制定
的收费标准收费。由于少年宫是
一个非盈利单位，收费标准大都
低于社会培训机构。

“很多培训机构想在少年宫
租用场地搞培训，都被我们拒绝
了，少年宫属公益性质，不能变
成赚钱的工具。”该负责人说，少
年宫每年学费总额约在350万
元，这些学费全部交到财政，
15%的统筹经费归财政，剩余的
85%再返回少年宫，用于水电、
物业、场地维护、100余外聘教师
工资的支出。

噪少年宫新教学楼即将启用

经四路上，济南市群众艺术
馆显得有些形只影单，除了偶尔
工作人员进出，整个艺术馆有些
冷清。馆内设有表演艺术指导部、
视觉艺术指导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办公室等7个部室。

群众艺术馆工作人员介绍，
馆内主要从事一些艺术培训工
作，文艺演出主要在济南市的各
个广场举行。以赤霞广场为例，仅
2012年一年，就举办了31场广场活
动，加上其他的一些广场，每年艺
术馆组织的活动可达到近200场。

据了解，从2007年开始，群
众艺术馆还先后开设了化妆、美
术、书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班(济南皮影、剪纸、面塑、鲁绣)
等艺术培训，每年两期，培训时
间为每周一到周日。

和少年宫一样，群众艺术馆
从建立之初就是作为公益单位
而存在，这一性质至今都未改
变。从2007年开始，艺术馆启动

“新市民新课堂”免费艺术培训，
主要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农民
工、下岗职工及其子女。从2008
年开始，这一课堂又面向全体济
南市民免费开放，而后艺术馆又
成立了济南市群星艺术团，定期
去广场以及农村演出。

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群众
艺术馆内的30余名在编人员工
资都由财政拨付，国家对于各项
培训还有专项的资金支持，“每
次广场演出的数千元费用，基本
都能通过专项资金解决，有时候
资金不到位，就用办公经费先行
垫付。”

虽然资金方面基本可以满
足，但是缺乏场地仍然让艺术馆
施展不开拳脚。“我们艺术馆只有
1500平米，除了办公用地，培训场
所少得可怜。如果培训场地再多
些，我们就容易开展工作了。下半
年，我们将搬到济南西站，场地问
题说不定就能解决了。”

噪艺术馆将迁到济南西站

群众艺术馆场地有些陈旧，不久的将来艺术馆将迁往济南西
站。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济南工人文化宫前挂着众多培训学校的牌子。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噪“二宫”每年举办三四次活动

▲少年宫已经成为孩子们学习培
训的乐园。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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