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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致力于打造一批具有地
方特色、时代特征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元、便捷的公共
文化服务，以书香涵养群众生活的“幸福
半径”，不断刷新城乡文化活力指数。

“这儿环境很好，图书种类丰富，和市
图书馆通借通还，非常方便。”9月21日，正
在盐城市图书馆苏州银行盐城分行品苏
分馆里看书的章先生表示，他就住在附
近，闲暇时常带着小孙子过来看看书。记
者在现场看到，馆内设计典雅，空间布置
简洁明快，高大的书架呈弧形走向，颇具
特色。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分馆占地 100
平方米，藏书4000余册，还提供网络阅读
区、自习区等功能区域，配备自助借还
机。场馆在建设之初就围绕周边生活圈
的人口密度、人口结构、读书需求等开展
深入调研，在区域位置、书籍种类上做到
合理布局。

今年，我市重点打造 16 家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并以此为抓手，不断拓展公共
文化服务覆盖面，持续巩固提升书香城市
建设成果。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设计
上，体现了主题特色和地域特点，空间场
景、装饰布置等都具有独特的表现力、感
染力和吸引力，充分展现城市深厚的文化
内涵。

在优化功能、合理配置方面，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充分满足了广大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有吸引力、有创意
的服务项目和内容，进一步提升空间布局
的合理性和资源配置的多元化。有些空
间则是在现有的公共文化空间基础上进

行创新性改造，拓展服务功能、提升供给
质量。

“原来虎头鞋是这么做出来的，太有
意思了。”今年暑假期间，盐城晚报小记者
走进盐都区群众文化艺术馆，零距离了解
非遗项目，亲身参与制作，全方位感知家
乡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为我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代表，
盐都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多年来积极传承
和弘扬非遗项目，馆内专门布置了非遗展
厅，展示了淮剧、相声、快板、花鼓、道情、
荡湖船等具有里下河风情的特色民俗，以

及柳编、剪纸、面塑、虎头鞋等民间非遗项
目。该馆通过与媒体、学校合作的形式，
邀请小记者、小学生参与实践，邀请非遗
工匠名家现场制作、表演，让孩子们了解
非遗历史、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品味家
乡民俗的特色趣味，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到
孩子们的心里。

同时，盐都群艺馆还结合打造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的相关要求，以盐渎大舞台为
主体，坚持文艺惠民，打造群众文化品牌，
先后举办多场大型文艺活动，并创作一大
批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接地气、受欢迎的
原创艺术精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育
优秀文化志愿团队，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优化资源利用，引领社会风尚。

据了解，2021 年至今，我市已重点打
造60余家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盐南高新区
7000平方米的“言+买”书汇已成为当地的
文化新焦点；盐城经开区中韩文化客厅专
门设立了全市首个外国专家书屋；射阳恒
隆书房藏书3.6万册，已成为当地新的文化
聚集地……一个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让
广大市民乐享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选
择。我市不仅在服务品质上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的理念，满足大众精细化、多元化、
个性化、体验化需求，同时，相关部门还建
立群众需求征集反馈机制，完善无障碍软
硬件设施，以高品质服务吸引群众、以温
馨服务留住群众。

我
市
持
续
打
造
新
型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让
群
众
乐
享
品
质
文
化
生
活

□记者 顾善济

市图书馆苏州银行盐城分行品苏分馆。孔云鹤 摄

盐都群艺馆开展
惠民演出。

记者 周晨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