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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惠民开新局
——— 枣庄市文化馆助力文化发展纪实

孙辉

枣庄市文化馆作为广大市民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
活、陶冶文化艺术情操、学习文化艺术技能的重要场所，近年来，在枣庄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全力支持下，始终
致力于引领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组织开展全市群文活动，保护传承民间
文化遗产，指导业余文艺创作，组织群众文艺演出，培养群众文艺骨干，
搜集、挖掘、整理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群众文化工作发展规律，运用
艺术形式全民艺术普及，向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枣庄市
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深化改革服务制度

树枣庄文化发展品牌

枣庄市文化馆前身为峄县文化馆，始建
于1949年。1960年峄县改为枣庄市，文化馆遂
改为枣庄市文化馆。1980年7月更名为枣庄市
群众艺术馆，1994年改为差额事业单位，2015
年12月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更名为枣庄市文化
馆，2017年1月改为全额事业单位，隶属于枣
庄市文化和旅游局。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信用体
系建设，近年来，枣庄市文化馆全面落实深化
枣庄市级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任务和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围绕《枣庄市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
点加强事业单位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
总体部署，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
务，制定《枣庄市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

《枣庄市文化馆章程》和《枣庄市文化馆工作
信用承诺事项》，充分发挥文化馆“全民艺术
普及”宗旨职能，大力推动了本地区公共文化
的普及，极大促进了枣庄文化事业的进一步
繁荣发展。

作为落实全民艺术普及任务的主要阵
地，枣庄市文化馆下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美术部、文艺部、行政办公室、创作研
究室、数学文化部、档案室、后勤部。美术、书
法、舞蹈、声乐、器乐、画艺等专业课程，免费
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开放辅导。近年来枣庄
市文化馆公益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实行开放以
来，年均开设各类公益课390余班次，培训学
员6 . 4万余人次，树立了有惠民、乐民、育民
的“枣庄文花”发展品牌。

随着枣庄市文化馆不断提升培训模式，
加大公益性(免费)培训辅导力度，贯彻执行

“免费开放”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利性
的服务原则，近年来，主题书画展、摄影展、群
众文化艺术展、非遗作品展等各类主题文化
展览活动也是层出不穷，精彩迭出，完美呈现
了枣庄市各行业人民群众昂扬奋进的精神面
貌，提高了民众生活的艺术氛围。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建市60周年等重要节
点，枣庄市文化馆深入一线，开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建市60周年”——— 文艺
下基层系列活动，提升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
文化需求的有效对接，加强全市乡镇、街道
(社区)文化广场建设高质量发展、推进广场
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业务
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2022年上半年，枣庄
市文化馆开展的“新春走基层”“艺术进校园”

“文化惠民下乡”“书画展”“群众文化艺术节”
等专题活动，吸引群众参与近7万余人，促进
了全民艺术普及的深入开展。这些常态化、规
范化品牌活动的开展，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
了枣庄市文化馆文化示范引领作用。

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

拓宽优质文化集群

做活非遗传承

让历史焕发年轻风采

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文化的
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的热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
化传统的“基因库”，是民族认同、维系、凝聚、
绵延的基本因素。枣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就有远古人类活动的
足迹。境内新石器时代地下遗存，乃至北辛文
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构成了枣庄文
明的前期文明。枣庄地下遗存丰富，“三尺地
下有遗存”，这被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明。枣
庄地上遗迹不仅多，也保护完好。枣庄先民制
造力强，名人辈出，至今流传广泛耳熟能详的
成语典故，如女娲补天、焚券市义、凿壁偷光、
毛遂自荐、班门弄斧、墨守陈规等脍炙人口，
彰显了枣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灿烂。

枣庄市自2006年“非遗”保护工作全面开
始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过两年多的非
遗普查，基本摸清了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大致情况。此时共确定非遗线索2838余条，
有价值项目1867余个。通过十几年的努力枣
庄市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柳琴戏、
鲁班传说)，省级非遗项目31项，市级非遗项
目30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1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人；市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60人。

截至目前，枣庄市共建有非遗博物馆10
个、非遗传习所27个、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22
个、省级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4家。通过开
辟非遗产品专属展示区、开设非遗大讲堂、建
立教学研究基地，举办非遗保护活动，非遗进
校园，培养培训非遗传承人才等工作，有效提
高了全民、全社会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意识，不仅增加了非遗传承人的收入，也
起到了宣传的效果，取得了较高的声誉。

同时，2021年枣庄市文化馆非遗部室在
各部门领导、各区市非遗中心的支持和帮助
下，完成了枣庄市第二部《枣庄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编辑、整理、校对工作，并成功出
版。为进一步加强枣庄市广大人民群众对非
遗项目的了解、认识、保护与传承工作，奠定
了基础。

非物资文化遗既是文化沉淀、更是城市
名片。近年来，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更好地发展和传承
枣庄市非遗项目，枣庄市文化馆就要承担起
创新发展的责任。在保护的同时，对有商业价
值的非遗项目要积极开发利用。非遗既是文
化产品，也是旅游产品，要积极发展培育带有
地方特色的非遗产业，要提高急需保护的非
遗项目的扶持力度，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要
借力传承，非遗文化大多数散落在民间，要利
用不同的平台展示或演示，提升形象，提高区
域影响力。同时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发
挥学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中的积极
作用，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意识，推
动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普及和传承。

依托枣庄市打造“城市15分钟文化圈”，
枣庄市文化馆联合各区(市)文化馆，逐步区、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全覆盖，让民众走出家门，15分钟内就可
到达公共文化场馆和公益性公共文化空间，
不断延伸公共文化服务触角。

为了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让
民众更好地了解、参与枣庄文化的发展，近年
来，枣庄市文化馆在做好现下各类场馆开放、
公益课程培训、群众文化展演等，还通过“云
端”为群众提供高品质文化服务，将文化馆

“搬到群众家里去”。
为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

进全民艺术普及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枣
庄市文化馆以推进“数字文化馆”建设工作，
增强文化馆服务供给能力为目标，展开对全

省先进地市“数字文化馆”建设调研工
作，多次对接山东省文化馆学习先进经
验，并邀请技术专家定期对业务人员进
行培训指导。节假日期间，通过开启线上

“云课堂”“艺术欣赏”“非遗展播”等服务
方式，让群众足不出户享受优质、便利的
公共文化服务。目前已完成线上数字文
化平台、群文云的基础架构建设工作，投
入四种不同类型的线下互动体验设施正
常使用，拓宽优质文化集群发展的同时，
也让枣庄市民无论是线上线下都真切感
受到文化的魅力。

同时，依托山东公共文化云平台，枣
庄市文化馆打造了市——— 区县(市)———
乡镇(街道)三级服务管理体系的枣庄市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实现了省、市、
区文化资源的互通、共享。

2021年，考虑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常态化防控同时，保证丰富市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枣庄市文化馆在11月2日起通
过官方公众号、网站等渠道推出“文化慕

课”，将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从线下转到线
上，让群众足不出户享受优质、便利的公
共文化服务，确保疫情闭馆期间文化惠
民不“打烊”。枣庄市文化馆“文化慕课”
涵盖了思想认知、国学传统、文化传承、
文学修养、历史与文明、文化艺术等多种
门类，满足了更多群众的文化培训需求，
为民众的艺术兴趣培养提供了更加优质
专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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