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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
“双创”引领“双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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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眼把“根”扎牢

王萃 王彩艳 杨敏 图片除署名外由南岸区文旅委提供

融合发展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重要趋势。南岸区立足
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大背景，利用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示范区”共创
的独特优势，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旅
游、社会治理、城市更新、乡村文化振
兴等领域有机融合，不断扩展公共文
化服务新空间。

南山街道放牛村通过政府引导、
村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建设模式，打
造了“南山桃花园”、“映山红园”、文
化休闲广场和乡情展览馆、南之山书
店等项目。同时，村民自发组织文艺
演出活动，繁荣特色文化，建设共享
文化空间。目前，该村已跻身市级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成为全市乡
村文化振兴的典范。

“双创”推动下，南岸不仅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文化事业同样蓬勃发展。
其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多次得到文旅部领导及专家表
扬。

公共文化服务根在基层，活力在基层，重点和难点也在基层。
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过程中，南岸紧紧围绕“标准化、均

等化、社会化、数字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务+旅游、社会治理”融合发展五大领
域，不断探索创新方式，打造具有示范性的亮点。

国家《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意见》指出，要构建“符合文
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同时，《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指导标准(2015-2020年)》，对政府
应向群众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和硬件设施条件、人员配备等明
确规定，体现了“国家标准兜底线，地

方标准促特色”的分级保障思路。
南岸区与市市场监管局、市质量

和标准化研究院合作，结合自身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实际，以公共图书、文
博艺术、数字服务、文化志愿、群众文
化等五个领域为重点，探索构建可复
制、可推广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体
系。该标准化体系为西部首创，成为
南岸打造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的重要技术支撑。

创新标准化建设

创新均等化建设

均等化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目标。南岸区以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软硬件设施建设为重
点，以文化促进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和
基层社会建设。全面提档升级街镇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不断推动公共文化活
动走进各个领域，努力实现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
和志愿者队伍，将城市优质文化资源
和人才资源带入农村。

南湖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
散”小区，是南岸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

薄弱地带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区
域。该社区以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点为引领，坚持益己、益人、益家园“三
益”理念，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空间
塑形、志愿聚力、平台造血、科技赋能”
的新时代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新路径，
为不同群体提供均等化服务。社区在
2万名居民中发展了6000名文化志愿
者，有效发挥了文化凝聚人、引导人、
激励人、塑造人的重要作用，提升了居
民生活品质和社区治理水平，促进了
辖区房屋资产保值增值，形成了“近悦
远来”的公共空间。

创新社会化建设

社会化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关键动能。近年来，南岸区转变
发展思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整
合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不
足难题，丰富了多元文化产品供给。

南岸区文化馆通过项目扶持等
形式，引入社会力量，建设戏剧分馆
303艺术剧场。剧场每天根据文化

馆总馆免费开放政策，定时向公众免
费开放3个活动空间，定期组织开展
群众性文化活动。并打造了“全民戏
剧工作坊”“青年戏剧孵化计划”等公
益性群众文化品牌。同时，剧场连续
打造了两届“重庆南滨国际戏剧节”，
向市民免费开放，每年吸引近60万
人次参与。

创新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方式。南岸区通过积
极推进“重庆市群众文化云”南岸平
台建设，实现线上线下有效结合，促
进公共文化服务个性化定制，有效提
升了数字化服务能力。

南岸区与喜马拉雅合作，在全区

选取村（社区）、旅游集散中心、医院、
景区、交通换乘点等17个公共场所，
建设喜马拉雅有声图书馆。在这些
图书馆，群众除了可以享受喜马拉雅
海量有声书服务外，还可以通过“南
湖之声”“峡口之声”等社区电台，发
出好声音，传播正能量。

创新融合发展

重庆文化名人、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此前说过，重
庆正在形成“文化向南”的现象。

他所经营的位于南滨路的精典书店，曾获评“亚洲
十大文化地标书店”，与东京岩波书店、北京单向街书
店等一起，成为书店领域的十大“网红”。

不止是精典书店。如今的南滨路，文化项目、文化
名人、文化活动层出不穷。在此带动下，文化也成为

“南岸风景”中的重要笔墨。
南岸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古巴渝留下的

“百年风景”，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诗意空间”。巴渝文
化、大禹文化、抗战文化、开埠文化、当代文化……历史
与现代交融、名人与大家荟萃。被誉为“重庆外滩”的
南滨路，更是重庆国际开放的肇始之地，引领重庆乃至
西部近代风气之先。其开埠文化遗址占整个重庆的
80%以上，龙门浩码头更是我国最早的内陆通商口岸。

如何为这些文化遗存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功能价
值，使其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南岸区历届党委、政府
一直致力于将南滨路的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于2015年提出以南滨路为主体
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2017年，创建正式获批，成为代表重庆创建国家级
文化产业品牌的唯一园区。

而今，园区已基本形成了集文化旅游、文化创意、
演艺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产业聚集区，特别是在
老街古建保护、修缮、活化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老街，是南岸文化的标识，也是南岸旅游的经典。
弹子石、慈云寺、龙门浩……走进南岸的老街，就

像在和时光对话。城市的风云变幻揉和成老街古旧
的色彩，在岁月的日积月累间厚积薄发而来。窗台楼
阁之间、灰墙瓦砾之中，都是漫长的故事……

龙门浩老街是一条艺术商业历史文化老街，也是
重庆主城区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历史文化老街。首
开区由28栋近现代历史风貌建筑构成，其中包含9栋
文物，这些建筑在开埠及抗战时期均具有重要的经济
及政治地位，每一栋建筑在当时都有内在的国际格局
文化气质。

米市街因长生、老厂、黄桷垭一带的米商在此贩
卖大米而得名。合记堆店、周家湾别墅、白理洋行
……老街深处，破旧的雕刻、断裂的檐角都可以讲述
它的沧桑岁月。

慈云老街有着老巴渝风情的历史缩影，也是重庆
时尚风向标和潮流聚集地。在这里，不仅能寻回老重
庆的影子，完成与时光的对话，还能掌握山城最新鲜、
最前沿的玩乐动向。

弹子石老街，还原王家大院、牌坊等，展现重庆百
年的开埠文化，成为全国首个以“开埠文化与城市九
级坡地地貌”为主题的4A级景区……

穿越这些老街，从青砖灰瓦间读到的不仅是岁
月，更是南岸文旅融合迸发的生机与活力。

南岸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有机更新”为
理念，以服务“三生四宜”品质城市示范区建设为目
标，南岸区已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为先、由点及
面、业态重塑、功能复合、创新营销”的历史文化街区
更新升级路径。

一条以弹子石—慈云寺—龙门浩老街为载体的
历史文化长街正在崛起，不仅延续着城市历史记忆，
更成为重庆极具人气的城市文化之窗和文化旅游消
费体验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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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之滨，50公里江岸线，波飞浪卷；南山之上，“山城花冠”林茂花美，云卷云舒。多元文化，逐山而居，近水而兴，在南岸汇聚起“最重庆”的风景。
让文化活起来，让产业兴起来。南岸区以创建南滨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大力传承历史文脉、推动融合发展、凸显城市特色，实现了文化产业与

文化事业的“双轮”驱动，将文化繁荣的盛景演绎为产业崛起、事业兴盛的乐章。N
A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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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滨路，除了寻找老街的故事，你还可以在施光
南大剧院欣赏高雅艺术，在303话剧社对话先锋戏剧，
也可在长江当代美术馆接受艺术熏陶，在长嘉汇文化
创意乐园了解文创精髓，将来还能在故宫文物南迁纪
念馆欣赏文物宝藏……

以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为契机，推动
“文化+”高端商务、楼宇经济、特色餐饮等业态发展，
走与文化融合、文旅结合之路，南滨路不但实现了自
身成长，还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促进了
文化消费的发展，进而有力推动全区经济结构的转型
升级。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园区内企业年营业收
入总额为968437.53万元。园区3年累计固定资产
投资达107.37亿元，年均增长23.40%；文化产业类及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达到115万平方米，占园区总建筑
面积的65%以上。

经济效益凸显的同时，是社会效益的显著提升。
自创建以来，园区始终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内容创作生产的全过程，孵
化推出了《山城故事》《大禹》等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
响力的文艺作品，获得90个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先
后投入1亿多元，举办了超过50场次的公益性活动。

据介绍，未来，园区将借助前濒绿水（长江）后倚
青山（南山）的生态优势和开埠遗址集聚的资源优势，
以开放文化为特色，以南滨路历史文化街区等项目为
引擎，继续做大做强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数字内容
创意、文物保护科技等产业，谋划打造成传统与时尚
共生、生态与经济共荣、本土特色与国际风范并耀的
国际化都市滨水文旅融合区、文旅产业开放合作的示
范区、重庆向世界展示文化魅力的标识区，助推重庆
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缤纷南岸缤纷南岸 摄摄//李显彦李显彦

今年以来，结合全市“双晒”活动，南岸不断
加快推进各项创建工作及重点文旅项目建设，
以“双晒”倒逼产业、产品“补短板”，以新项目、
新产品更好地支撑“双晒”，力求实现南岸文旅
的“面子”与“里子”协同发展，以期“晒”出持久
的文旅品牌效应。

目前，南滨路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南岸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的“双创”工作即将验收；长嘉汇大景区内的重
点项目——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部分项目即将
营业，重庆市规划展览馆、长江有声记忆博物馆
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有望年内开门纳客。

结合“双晒”，一批旅游精品也得以呈现
——“广阳岛轮渡生态游”已经开通，拥有南山
最佳观景效果的体验式、沉浸式旅游新景区
——天玑台景区将于年内开放。

同时，南岸还新推出了一批文创产品，大礼
堂茶杯、涂山窑在刚刚举行的第二届“重庆好
礼”旅游商品文创产品大赛中，分别荣获优秀商
品金奖和优秀设计铜奖。

南岸区通过“双晒”工作，掀开了城市宣传
与产业、事业“双轮”发展新篇章，实现了产业、
事业品质提升与“双晒”塑造城市品牌形象之间
的良性互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南
岸文旅经济实现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迎春艺术为民文化迎春艺术为民””服务服务
基层活动现场基层活动现场 摄摄//郭旭郭旭

南之山书店南之山书店··小森林小森林 摄摄//李显彦李显彦

南岸区施光南剧场啦啦操表演 摄/郭旭

坐落于长江之滨的弹子石老街成为游客坐落于长江之滨的弹子石老街成为游客
十分喜爱的观光热点十分喜爱的观光热点 摄摄//钟志兵钟志兵

弹子石老街弹子石老街 摄摄//李显彦李显彦南滨路南滨路，，市民在精典书店享受阅读的快乐市民在精典书店享受阅读的快乐 摄摄//郭旭郭旭

南岸区弹子石广场，重庆文旅推广文艺演出表演川江号子 摄/郭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