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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师：有“温度”的全新尝试

“山歌亲哎，土里长来土里生。掏

心话儿口头语，我爱唱来你爱听，高

山流水有知音。”千百年来，勤劳坚

毅的紫阳人民耕耘脚下热土，在劳

作中孳生文化，在生活中衍生文化，

紫阳民歌为秦巴紫阳打造出了一张

精美璀璨的艺术名片，让紫阳县名

扬天下。2002 年，紫阳被陕西省文

化厅命名为“民歌之乡”；2003 年，

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民歌）”；2006年 5月 20日,国务

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紫阳民歌列入其中。

在紫阳这片热土上，人们劳作的

生活足迹成为了紫阳民歌不变的主

题。正如民歌所唱：“立春唱到谷子

黄，日月多长歌多长。”山里人唱山

歌是与劳动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天不

唱喉咙发痒。浓郁的地域文化与南

北迁徙移民交融，形成北地南腔、

南北融会的民歌文化特点，衍生出

劳动号子、山歌、小调、花鼓词、风俗

歌等品类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歌。

原生态民歌是性灵的歌唱，接

山地气，雅俗共赏，为群众喜闻乐

见，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高粱调》

《送饭调》《挑水调》《摇仙桃》《十对

花》等歌曲，都具有鲜明的地域色

彩。上个世纪50年代陕西省音协和

音乐院校的专家、教授在紫阳采风

发现，紫阳民歌开始由山野田间向

外界传播，引起高度重视。上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紫阳文艺工作者开

始在全县展开大规模搜集整理，辑

录传统民歌千余首，因为时代在发

展，美好生活在继续，民歌也自然会

在传承中创新和发展。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以来，紫

阳地方文艺工作者吸取传统民歌养

料，民间口头创作与人文书面创作

形成“合流”，标志着紫阳新民歌时

代的到来。作家深入民间，扎根生

活，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传播。张宣

强、刘培森、田先进、黄群众、项楚

乔、吴向元等一批新老文艺工作

者笔墨饱含深情创作出许多优秀

的紫阳民歌。尤其党的十八大以

来，紫阳县的文艺创作者以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导，以传唱普

及紫阳民歌为己任，用音乐的艺术

形式，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紫阳

特色音乐作品，为紫阳民歌创作

注入了新生活力。

文化传播需要付出，更需要载

体，近十年来，紫阳县不遗余力向外

界推介民歌，扩大影响力，制作出了

《巴山汉水情》《郎在对门唱山歌》

《清乐华吟》等紫阳民歌光碟，编写

了《民歌进校园》教材，定期举办“欢

乐广场大家唱”“万人唱紫阳”等群

众性文化活动，组织专业文艺团

体参加西安音乐会、陕北陕南民

歌 交 流 演 出 等 紫 阳 民 歌 推 介 活

动，不断扩大了紫阳县的知名度，

助推了旅游事业的发展。值得一

提的是，如今紫阳民歌研究成果

丰 硕 ，戴 承 元《紫 阳 民 歌 文 化 研

究》、张宣强《唱歌的土地》、田先

进《性灵的歌唱》、杨银波《紫阳民

歌 音 乐 研 究》等 著 作 ，从 地 理 文

化、感性认知和曲式特征及文化

蕴涵进行了诠释和论述，为紫阳

民歌文化构建了理论支撑。

艺苑添新趣，紫阳民歌剧。成立

于1958年的紫阳汉剧团发展至今，

编创的众多剧目在各大比赛中屡获

殊荣，特别是在近几年创作、排演了

大型紫阳民歌剧《茶山情》《一孝千

金》等剧目，把紫阳民歌剧推向一个

新的高度。

“唱起山歌赶太阳，河谷唱上摩

天岭，立春唱到谷子黄，日月多长歌

多长。”人亦老，天亦老，民歌不老！

紫阳人爱唱民歌，是浸淫在骨子里

深情热爱，只要一唱起民歌浑身都

来劲；只要一唱起民歌，心中就升腾

起对美好的幸福生活和对明天更加

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

紫阳民歌：“日月多长歌多长”
刘全军

新 华 社 天 津 11 月 1 日 电
（记者 周润健）1 日起，天津正式

供暖。供暖后，市民们在享受温

暖的同时也夹杂着一份对重污染

天的担忧。为了让天更蓝，天津市

明确提出，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全市 PM2.5 平均浓度控

制在63微克／立方米以下，重污

染天数控制在10天以内，环境空

气质量同比持续改善。

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重污

染天气，天津市提出，建立快速应

急联动响应机制，当预测到区域

将出现大范围重污染天气时，根

据生态环境部通报信息，及时发

布预警，按相应级别启动应急响

应措施，实施区域应急联动。

同时，细化应急减排措施，

落实到企业各工艺环节，实施

清单化管理。天津市明确表示，

优先调控产能过剩行业并加大

调控力度；优先管控高耗能、高

排放行业；同行业内企业根据

污染物排放绩效水平进行排序

并分类管控；优先对城市建成

区内的高污染企业、使用高污

染燃料的企业等采取停产、限

产措施。

牧 周文静（山东）摄天津：
重污染天数
控制在10天以内

“产品体验”这一行业近年逐渐

兴起，美食体验师、酒店体验师……

众多“好玩又高薪”的体验师职业

令人艳羡不已，近日成都也推出了

“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师”。“我们的

体验师属于‘专家型’文化志愿者，

他们参加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提交

体验报告，以帮助改进文化服务项

目。”成都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

他们是专家型志愿者，有敏
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

近年来，文化站、文化活动室等

服务设施日益完善，文化消费券、文

化惠民周等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愈发

丰富，文化下乡、文化进社区等活

动，让公共文化服务变得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公共文化服务成效明

显，同时也有改善空间。”成都市文

广新局副局长王健认为，只有建立

有效的反馈机制，才能改变文化服

务的“单向性”。

为改善文化服务水平，有效收集

群众的反馈意见，成都市文化馆于今

年6月开始招募“公共文化服务体验

师”。与其它行业体验师不同的是，成

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师不是“职业

玩家”，而是通过志愿者招募的方式

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体验。

那 么 ，成 为 体 验 师 有 哪 些 要

求呢？

成都市文化馆发布的招募信

息，对年龄、工作时间、报告撰写等

作了详细要求，并将“具有参与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的公益热情”放在首

位；筛选过程中，还在现场重点测试

了申报者撰写报告的能力。

经过一个月的网上报名和筛选，

85人当选成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

体验师”，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普遍具

备良好的专业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和

扎实的文字功底，于 7月 20日正式

“持证上岗”。截至 8月 7日，大部分

体验师已深入体验了成都市各级、各

类公共文化服务，并在规定时间内撰

写了500字至2000字不等的相关报

告，为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

了详细、专业的信息反馈。

“原计划招募 6名体验师，但群

众报名实在太踊跃。”成都市文化馆

副馆长万莉莉说，在对报名者进行

筛选的过程中，还现场测试了他们

撰写体验报告的能力，最终确定了

85人。这批体验师年龄在18—70岁

之间，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政协委

员、高校教授、杂志主编、企业管理

者等，普遍具备敏锐的洞悉能力和

扎实的文字功底。

成都市文化馆对体验师做了

上岗前的简短培训：各部门分别对

文化天府 APP、夏季班课程培训等

项目进行详细讲解，引领体验师对

不同项目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在培

训结束的“结业”大会上，市文化

馆为体验师们颁发了“公共文化服

务体验师”证书，并进行了一次“随

堂测考”：让体验师们翻阅《成都群

众文化》这本刊物，现场撰写提交体

验报告。

他们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体
验项目，着眼细节提交改进报告

“代表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做

评价，一定要严格认真。”今年 62

岁的李浩是四川省政协委员，由于

对书法等艺术有浓厚兴趣，他选择

了成都文化部门为市民举办的免

费文艺培训班，参加了书法、绘画

等课程体验。体验后，李浩认为，市

文化馆艺术普及培训课程知识性、

艺术性强，涵盖专业广泛，错时安

排也充分考虑了市民的需求和季

节性特点。

另一方面，体验师们从小处着

眼，对很多细节提出了建议。李浩参

加的书法课堂由文化部门请来的书

法家主讲，主讲人精湛的书法功底、

幽默的教学风格将大家的学习热情

都调动了起来，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然而，李浩发现，45 人一个班的课

堂，好些报名学习的市民都无故缺

席了。“这怎么行？这是对市民免费

的培训课，报名了无故缺席，就是对

公共资源的浪费。”李浩认为，免费

课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应该加强

对学员的管理，才能最大程度达到

“文化惠民”的初衷。

7月底，李浩向成都市文化馆递

交了自己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师

的第一份报告——其中既有对具体

项目的肯定性意见，也提出了加强管

理、加强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等5点建

议。“每个体验师完成一期体验后，就

会进入到市文化馆的体验人才库。”

李浩表示，自己今后还会继续申请相

关项目的体验，帮助文化部门为市

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

这是测评公共文化服务质
量的新尝试，能多维度听取意见

目前，体验师们都已深入体验

了成都市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

务，相关体验报告也为成都市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提供了详细、专业的

信息反馈。“体验师既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责任，不仅要求说出各项

服务的好与不好，还要求说出为什

么、如何改进。”王健表示：“大家提

交的体验报告，既有理性的、严厉

的分析，也有感性的、带着温度的

生动感受。”

“此前，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反馈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两

种渠道，获取的是冷冰冰的直观数

字，体验师则是一种‘有温度’的全

新尝试。”成都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

透露，本次体验共收集到来自各体

验师的 127 条意见和建议，经梳理

整合为 38条，馆内各部门结合自身

职能对 38 条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

和积极回应，与体验师进行电话沟

通，尽最大可能整改不足之处。

为激发体验师的积极性，成都

市文化馆按照《文化志愿者保护办

法》推出了相关奖励机制：所有公共

文化服务项目，体验师都将拥有优

先参与权，包括免费参与艺术培训

课程、市级大型演出等，相关文博单

位门票也会减免。

“公共文化服务只有多角度、多

维度听取群众接地气的建议，才会

有更好的发展。”四川省社科院文

艺研究所研究员文天行认为，如果

体验师的体验报告，能够像餐饮业

网络点评那样实现更广泛地推广，

就能够用体验师的实际体验来引

导人们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文化服

务。“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缺少横

向比较和经验交流。”文天行建议，

不妨让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师实现跨

地区体验，对不同地区的公共文化

服务打分、评价、排名，让各地的公

共文化服务形成对比竞争，从而让

整个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更具活力

和吸引力。

据悉，成都市文化馆将在今年

年底进行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体验

师的招募。此外，市文化馆已建立体

验师人才库，将通过不定期的体验

活动，广泛地听取体验意见，进而

有的放矢地改进和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公共文化

产品。 本报编辑综合

新 华 社 重 庆 11 月 1 日 电
（记 者 柯高阳 周文冲）记者从

重庆市交通局了解到，即日起

重庆市“两江游”项目实行实名

制管理，游客须凭有效身份证

件购票乘坐两江游船。此前，重

庆长江索道景区已实行实名制

购票乘坐。

据介绍，“两江游”实名制从

2018 年 11 月 1 日 起 试 运 行 ，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运行。按

照规定，两江游船经营者应当要

求购票人提供乘船人有效身份

证件；通过互联网、电话方式购

票的，购票人应当提供真实准确

的乘船人有效身份证件信息。港

口经营人应当对船票记载的身

份信息与旅客及其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进行一致性核对并记录

有关信息。对拒不提供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或者票、人、证不

一致的，不得允许其乘船。

此前，重庆市客运索道公司

发布消息，长江索道景区自 2018

年 9月 20日起实行身份证实名购

票，并开通智能分流系统，缓解因

客流高峰游客排长队、长排队的

现象，有效杜绝票贩等乱象，提升

游客旅游综合满意度。

重庆：
乘坐长江索道、
两江游船实行实名制

11 月 1 日，“全国红色故事讲

解员大赛”北京地区选拔赛开赛。

北京市的 18 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和 15 家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推送的优秀讲解员参加了

比赛。

选拔赛分专业讲解员和志愿讲

解员两组，报名的专业讲解员均在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从事讲解工作 2

年以上，志愿讲解员年均讲解时长

100 小时以上。比赛设置个人展示

和自选讲解两个环节，以考核讲解

员的专业讲解能力、职业风采为重

点，共设优秀奖 6名，包括 3名专业

讲解员和 3 名志愿讲解员，其中每

组得分最高的前两名选手将代表

北京市参加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

大赛。

（据《中国文化报》）

北京选拔红色故事讲解员

千 古 文 人 侠

客梦，几代人的青

春 里 都 住 着 一 个

金庸。10 月 30 日，

作家金庸离世，感

念 他 的 文 字 迅 速

在朋友圈刷屏，怀

念 他 的 文 章 成 为

不 少 微 信 公 号 头

条选题，许多网友

纷 纷 留 言 遥 想 当

年 读 他 作 品 时 的

动人一刻。

一 个 文 化 人

的离世，引发如潮

感怀，这本身就是

一 个 值 得 思 考 的

文化现象。如果不

是 被 他 的 作 品 吸

引 过 、感 染 过 ，如

果 他 的 作 品 不 曾

陪 伴 过 自 己 的 青

春，人们不会对他

如 此 感 念 。“ 飞 雪

连天射白鹿，笑书

神 侠 倚 碧 鸳 ”，人

们 记 诵 这 一 嵌 入

14 部 作 品 首 字 的

“名句”背后，正是金庸武侠作品作

为一种大众文化，产生的对读者心

情怡养、心智启迪、心灵温润的影

响。数十年来，金庸武侠作品一纸风

行，深刻启示我们，大众文化作为与

大众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

类，更要以滋养人的心灵为己任。

有人这样回想：“多少‘70 后’

‘80 后 ’曾 在 被 窝 里 、在 课 堂 书 桌

下，阅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人这

样写看他作品后的收获：“这二十几

年，金庸的小说是我随身携带、反复

阅读最多的作品。所思所想每年都

有不同，有纯粹创作技艺方面的认

知的变化，亦有文化历史价值观多

个方面的新发现。”

一 些 人 急 于 评 价 说 金 庸 的 作

品太“俗”，难登大雅之堂；一些人

说他的作品堪称经典，其文化底蕴

与历史深度开辟了大众文化的新

境界。相较于此，金庸作品读者的

留言与感想，道尽的是他的作品让

很多读者不能忘怀这一不争的事

实。也许，对作品历史地位与高度的

评价，可以留给时间。但对于大众文

化作品来说，首先要能陪伴大众、滋

养心灵，这才是最关键的，也是最紧

要的。

可以说，金庸的武侠作品，以故

事、以人物滋养着读者的心灵。他写

的虽然是武侠小说，但他的群侠“更

贴近于生活，更像是平民英雄，也有

自身的爱恨纠缠，也有迷茫的困顿

无助。但如羽化之蝶，历尽劫波，终

成大侠”。更重要的是，他的群侠，

不少都有着一种卓然洒脱的精神人

格 ，有 着 一 种“ 侠 之 大 者 ，为 国 为

民”的家国情怀，一种见义勇为、持

守正义、重信然诺的世间道义，包含

着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与价

值理念。在相当意义上说，金庸运用

的是武侠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题

材，抒写世道人心，浸润着厚重的历

史与文化，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内涵。

“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

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

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

秀作品”。金庸作品赢得大众也从另

一面提醒我们，那些机械化生产、快

餐式消费的作品，那些是非不分、善

恶不辨、以丑为美的作品，那些只写

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的作品，或许能

一时哗众取宠，却终因不能滋养人、

感染人，而被大众遗忘，更会被历史

尘封。

金庸走了，但他留下了读者众

多的作品。我们期待更多作家创作

更多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更好地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更好地陪伴人的成长、滋养人的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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