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精彩的“文化大餐”送到社区小区，暖心的“惠民小菜”送到百姓身边，文明新风吹拂幸福笑
脸，文化根脉薪火相传……文化社区建设如春风化雨，浸润一城新风，惠及千家万户。今年以来，济
阳区聚焦社区基本单元，以文化社区建设为突破，突出以文聚力、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促治，推
动文化共有、精神富足，不断加快宜居、文明、和谐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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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文化社区“出圈”出彩
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通讯员 李经云

建起家门口的文化
阵地，到了社区“走得进”

“坐得下”“还想来”

走进济阳区济北街道新元社
区，农民画传承人李苏兰老师正在
指导孩子们学习农民画。济北小学
三年级八班同学胡梓烨对农民画
很是着迷，一颗热爱绘画的种子在
他心间生了根：“我觉得农民画颜色
非常鲜艳，造型非常好玩，每次画画
我都感觉手里就和有魔法一样！”

新元社区实践站是孩子快乐
成长的大本营，鸿鹄学堂开课就爆
满，这里还是老年人乐享晚年的栖
息地，活动室一有活动就座无虚席。
以“德”为先，德蕴新元。作为济阳区
文化社区试点，新元社区将传统文
化中“家”“和”“勤”“廉”等典型价值
观念融入社区阵地建设中，吸纳汉
字、国学、戏曲、围棋等文化元素，打
造了学习传统乐器的曲艺社、讲授
传统文化知识的国学讲堂、感受古
代科技的畅古阁、挖掘汉字演变过
程的溯源阁以及推广青少年文化
教育的鸿鹄学堂等十大主题场景，
让居民在家门口“文化阵地”实现
有所学、有所乐、有所为。

阵地是发出党和人民声音、传
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基本依托，场景
是将文化主题具象化、生活化的重
要手段。济阳区文化社区工作中注
重加强阵地建设，积极推动各社区
实践站提档升级，强化党群服务中
心功能，合理布局文化驿站、文化
角、文化楼道、文化走廊，打造集文
明讲堂、文化体验、文化议事、文艺
活动、运动健身、阅读交流等功能
于一体的社区文化服务综合体，创
设特色文化街区、文化广场等实体
场景，让居民在生活中，体验感受
文化的魅力。

壮大邻里间的文化
队伍，一看就是“社区的”

“都认识”“没外人”

说起孙霞老师，荷畔社区每个
人都很熟悉。作为老年大学社区教
学点授课老师，她带领盛世腰鼓团
队进行开场演出，优美的舞姿、欢
快的旋律和昂扬的精神感染了每
一位社区观众。这样的社区老熟人
还有很多，如文化共建单位-区司
法局刘丽圆主任，退休后无偿授课
的徐树爱老师，热爱剪纸、自带纸
张的付桂兰阿姨，积极参与孤困儿
童救助的张永红女士，康寿剧社的
曲艺爱好者们……

在紧邻的银山社区，印善社团
善雅葫芦丝队正在紧张排练，社团
指导老师肖安清表示：“队员都是
社区的。排练到点了，楼上楼下喊
喊，就一块过来了。大家憋着一股

劲，争取在家门口拿个大奖！”银山
社区印善社团充分发挥群众文艺
植根基层、有生活、接地气、凸显精
气神的固有优势，用艺术凝聚群
众，用文化服务群众。

在文化社区建设中，济阳区注
重强化社区大学建设，依托各社区
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居民家门
口的社区大学，构建“区、街道、社
区”三级社区大学办学体系，积极
培养一批有能力、有经验、有热情
的社区文化带头人，壮大社区文化
队伍。为了构建党委统一领导、街
道协调推进、各单位支持配合、社
区充分发挥作用、全社会积极参与
的工作格局，在《济南市济阳区文
化社区建设实施方案》中，梳理明
确了15个区直相关部门、45个文化
共建单位职责分工，进一步压紧压
实了部门分工责任和“双报到”单
位共建责任，积极发挥文明单位助
力作用，深入社区，融入居民，参与
文化社区建设。

开展暖心窝的文化
活动，社区有了“烟火气”

“书卷气”“茶香气”

9月26日，滨湖社区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文化节—国庆
同欢 共贺华诞 我为祖国庆生”
活动。居民们热情高涨地参与制作

“七彩长寿面”，大家齐心协力，将
对祖国的深深祝福融入每一根面
条中。色彩斑斓的面条，如同居民
对祖国丰富多彩未来的美好期许。

“小席头发剪得好，态度还好，
俺们靠着在社区理发！”在滨湖社
区同步开展的爱心集市上，大家对

“托尼”老师席忠强赞不绝口。他为
老年人提供低成本理发服务，向80

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了解到一些残疾人和高龄老人出
门不便，席忠强还主动上门服务。
年迈的老人最怕孤独，就盼着他上
门理发聊天。

今年以来，济阳区深入开展
“文明实践我行动”“文明泉城济阳
行”等主题活动，以“社区就是咱的
家”为主题，开展社区文化节、艺术
展、运动会、群众演群众看等活动，
引导居民走出小家、融入大家，推
动社区由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
转变，形成“邻里一家亲”浓厚氛
围。各社区定期举办读书会、文学
讲座等活动，让书香弥漫社区，让
文化浸润百姓。常态化邀请“两代
表一委员”、居民自治团队带头人、
共建单位等走进议事厅，“不是一
家人不进一家门”，社区乐叙一壶
茶，共推社区善治。

打造叫得响的文化
品牌，居民直呼“有想法”

“有特色”“能受益”

“我们平时就是接送孩子，闲
下来也不知道干点啥。到社区参加
活动，挣不挣钱的来拉拉呱、有事
干。”每周四走进澄波社区，都会看
到社区“文化合伙人”、柳编非遗传
承人张德兰教授社区居民柳编技
艺。居民手中一根根柳条上下翻
飞，“唰唰”声交织而出，一个个精
美的柳编制品便编织完成。这是澄
波社区以“文化善治”为目标，打造
的“社区微业——— 非遗柳编”项目，
已累计开展课程50余次，带动辖区
120余名老人参与制作，30余名居
民实现增收。一根根柳条把社区

“老年漂”群体联系在一起，将非遗
技艺留在烟火人间，实现盘活资源
与居民增收双赢。

澄波社区细化群众的文化需
求，探索壮大“文化合伙人”，以“公
益+低偿+市场”的方式丰富社区服
务。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年一妇
女”生命全周期开展服务，打造“休
闲时来吧—老年大学”“放学后来
吧—儿童友好”“下班后来吧—青
年夜校”“想就业来吧—社区‘微’
业”等一系列合伙人项目，持续丰
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尚
善澄波”文化社区品牌得到了更多
的认同和支持。

实践出真知。济阳区文化社区
建设探索出“8个有”实践标准，从
有主题、有阐释、有场景，有组织、
有人才、有服务，有成效、有品牌3
个纬度8个层面联动发力，打造文化
社区建设的济阳模式。“德蕴新元”

“尚善澄波”“先锋滨湖”“美好荷
(和)畔”“文汇银山”……各社区因
地制宜，结合资源优势和工作实际，
打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牌
和活动，推动文化社区建设工作走
在前列，让居民在高品质社区文化
中坚定文化自信、乐享幸福生活。

济阳区老年大学荷畔社区教学点的孙霞老师带领社区居民练习伞舞。

孩子们在新元社区公益德蕴课堂学习书法。

柳编非遗传承人张德兰老师教授澄波社区居民柳编技艺。

济阳区农民画传承人李苏兰老师在新元社区文明实践站教授孩子们绘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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