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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生活让咱老百姓赞不绝口
古槐街道打通基层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郭省娟

众所周知，任城区古槐街道因辖区内一棵珍贵的千年古槐而得名。作为济宁市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得益于千百年来所积累的人文精神，古槐街道也因地制宜，盘活特色资源，多措并举，从而形成了具有

“古槐特色”的社区文化体系。
凭借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在位于古槐路的千年古槐的周边，分布着诸如济宁市博物馆古槐路馆、太白楼

纪念馆、潘家大楼、河道总督衙门遗址等众多历史文化名胜。这些历史文化名胜的存在，不仅是任城区历史
文化脉络的绵延所在，也为古槐街道长期以来打造独具特色的社区文化体系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从北门社区打造“齐家北门 幸福家园”文化社区品牌，到国家级“全民健身 志愿同行”服务项目落
户铁塔寺社区，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健康、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辖区居民不断提升的生活幸福指
数，都正逐渐为街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

倾力打造“齐家北门 幸福家园”文化社区

北门社区位于古槐街道东
部。近年来，社区坚持党建引领、
网格支撑、智慧赋能、多元共治，
聚焦组织体系建设和社区干部
队伍能力提升，从而打造出了

“齐家北门 幸福家园”社区品
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
平，成为了古槐街道乃至任城区
都较为有代表性的社区文化理
念。

今年春节期间，为了丰富辖
区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多场别开
生面的社区文化活动接连上线。
在社区网格中心，孩子们在“巧
手慧心 福气满满迎新春”志愿
服务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制作出精美的手工贴花；在

“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
主题宣讲中，辖区居民跟随网格
员共同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意义，让每一位居民都成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可以看到，通过组织多样化
的文化活动和节庆活动，北门社
区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
化体验，推动了社区的和谐发展
和居民的全面进步。同时，这些
活动也加强了居民之间的互动
和凝聚力，为社区的繁荣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盘活辖区特色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文化社区建设

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铁
塔寺社区举办了精彩的“花漾
女神 玩美时光”美妆培训活
动，在为辖区妇女送上节日祝
福的同时，也让她们的文化生
活更加多样；3月初，县前街社
区举办的“黄河大集”学雷锋暨

“文明实践 我是行动者”主题
活动中，义诊、全民阅读、非遗
展示体验、政策咨询等内容齐
齐亮相，让这场城市里的大集
也能精彩非凡……

古槐街道始终扎实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结
合各社区群众文化生活的特
点，在辖区内广泛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不断
满足群众“参与文化、享受文
化”的期待和需求，让广大人民
群众在家门口，就可参与享受
群众文化活动。今年以来，结合
传统节日，为辖区居民带来了
一场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共组织各社区开展各类惠民演
出、文艺汇演、公益电影、儒学
讲堂、非遗体验、文化惠民邻里
乐等文化进万家活动百余场，
受到了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和美县前、德润东门、孝诚
西门、和爱大石桥、乐善铁塔、
书香翰林……如今，各社区盘
活自身资源优势，深挖历史人
文积淀，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使得各具特色的社区文
化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来，共同搭建起了古槐街道的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因为辖区内历

史文化资源富集，古槐街道也
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与各级文
化单位密切协作，形成文化联
动。邀请流动博物馆在各社区
间形成常态化巡展，组织居民
走进潘家大楼了解济宁人文历
史，组织辖区中小学生登上太
白楼开展传统文化体验课程，
沿古运河畔徜徉于老济宁的历
史长河之中等等。而一些充满
了历史底蕴的老街巷，也在各
社区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
也成为了居民身边鲜活的文化
教科书，为古任城的历史文化
传承“添砖加瓦”。

丰富的社区文化内容，也
推动了全街道美德信用建设与
基层实践的相结合，通过深化
多领域实践，将美德和信用建
设融入日常生活。街道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深化拓展

“大槐树下”宣讲品牌，开展特
色宣讲活动，讲好美德信用故
事，常态化组织开展“诚信利
他·美德生活”主题活动，涵养
美德信用文明新风。通过“文明
典范楼道”评选、商户信用评
价、挂牌授星工作，以点带面，
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积极
开展美德信用典型培树宣传，
彰显榜样力量，让“美德信用”
的种子在居民心中生根发芽，
营造崇德向善、重信守诺的浓
厚社区氛围。

健全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共享美好文化生活

截至目前，古槐街道已实
现了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
覆盖，从而打通了文化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街道层面设有
街道文化站，9个社区均建有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配有完善的
规章制度、工作细则及相关服
务，安排专人管理。

同时，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场所的建设工作，各社区文
化活动场所进行了提升，划分
功能专区，设置了诸如图书阅
读室、多功能室、文体活动室、
妇女儿童活动室等，不断健全
了文体活动基础设施。

室内文体活动场所也都
公布明确的开放时间表，便于

群众参加活动。室外广场定期
组织开展文体活动，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等室内场馆则
全部免费开放，向居民提供日
常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居民健
身、音乐、图书借阅、未成年人
活动等需求。

下步工作中，古槐街道将
坚持走文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道路，勇于创新，强化措施，不
断提升文化阵地，多层次、多渠
道地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
动；不断提升基层文化管理人
员的能力水平；同时进一步激
发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建设
的积极性，推进文化工作更上
一个新台阶。

▲古槐街道开展“非遗进社区 文化共传承”活动。

北门社区举办精彩纷呈的新春联欢会。

文艺惠民演出走进北门社区。

“八大坊”特色活动区助推“社区生活共同体”

如今，在北门社区，各色志
愿服务活动已然成为了居民们
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
遗传承人成为了这里的座上
宾，手把手教居民剪纸、翻花、
捏面人；流动博物馆成为了社
区的常客，精美的文物展板让
居民上下班路上便能感受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黄河大集则
让文化消费成为居民的消费常
态，进一步激发了社区文化经
济的发展。

而透过这些精彩的社区活
动，看到的北门社区文化建设
不仅仅局限于日常的文化活
动，它更是一种全面的、多维度
的、充满活力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社区注重为居民提供各

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以推
动社区的和谐发展和居民的全
面进步。

近年来，北门社区厚植社
区文化品牌底色，坚持“以党建
促文化、以文化促融合”的发展
思路，着力打造“齐家北门·幸
福家园”文化社区，建立“社区
党委—小区党支部—楼宇党小
组—红色党员中心户”四级党
组织体系，发挥“邻里守望员”
和“红色代办员”作用，畅通居
民联系渠道，为文化社区建设
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米”。

尤其是打造的“八大坊”
创新文化服务模式，按照社区

“一刻钟生活服务圈”标准，依
托“睦邻中心”一体化管理运

行，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
阵地———“八大坊”特色活动
区(邻里坊、律动坊、如玉坊、
健康坊、创意坊、稚子坊、同乐
坊、墨香坊)，整合辖区资源，
推动社区与辖区共建单位的
深度融合，构建“邻里之间、息
息 相 关 ”的“ 社 区 生 活 共 同
体”，为居民休闲娱乐搭建“快
乐驿站”，提供各类特色文化
服务100余项，不断丰富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

此外，社区广泛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志
愿服务活动。加强了居民之间
的互动交流，进一步增强了社
区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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