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化：“一把尺”丈量公共文化服务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公共文化服

务亦是如此。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的过程中，嘉定构建了

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

用“一把尺”丈量全区各级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让区、街镇、社区（村）三级服

务水平一样齐。

怎么制定这把尺？三年多前，嘉定

是一头雾水。“体量如此大的标准体系

在全国几乎没有先例，我们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区文广局标准化办公室工

作人员陈玲说，当时请了一批又一批

专家学者来嘉定交流研讨，一遍又一

遍修改标准草案，整整用了两年多时

间，逐渐研制出包含 264 个项目的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对全区各层级

近 400 个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保障、

服务提供、运行管理、质量控制、评价

改进等方面进行规范。

一个小细节就足以体现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体系的价值。每天下午两三

点之间，区图书馆读者流量最大，以此

推算，每天下午四点为最佳排架时间，

可避免拥堵，提升效率。在制定《图书

分类排架管理规定》标准时，区图书馆

得出以上结论后将其纳入标准体系。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节省了至少 3 名

员工的人力成本。

无独有偶，区文化馆制定和实施

《演出服务工作要求》后，效率得到大

幅提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演出

方从剧场预订、审批进场、设备安装到

彩排演出，免不了要跑四五个来回。标

准制定后，演出方与区文化馆只需一

次对接，后者就能统筹安排好所有环

节，真正做到让演出方少跑腿。而在

“文化嘉定云”平台的内部管理上，区

文广部门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信息管理规范》，对信息报送和发布

流程进行了梳理，避免了信息格式错

误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损失。

如今，标准化管理方式已经渗透

到了嘉定公共文化服务的方方面面，

即便是建在社区的“我嘉书房”都是标

准化的产物。细心的市民或许能够发

现，嘉定所有的“我嘉书房”都是标配

的。比如，选址大都在市民集聚区、全

天候开放等。《“我嘉书房”运行管理规

范》共有 11 项标准，包含了选址、建

设、管理、功能、运行等内容。在今年新

开的南翔东社区邻里中心“我嘉书

房”，记者就体验了一次标准服务：享

用了一杯免费茶水、听了一场亲子公

益讲座、免费借阅了书籍。这些都是写

进标准的服务，每个市民都能切实感

受到。陈玲表示：“标准并非一成不变，

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做到与时

俱进。”

当初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时，

嘉定克服种种困难，在不改人员编制、

不增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在原有服务

规范基础上形成统一标准，各分馆实

现服务流程统一、服务质量统一、管理

程序统一，弱馆、新馆藉此快速成长为

优质馆。同时，嘉定还发展了近 50 名

公共文化标准化工作人员，确保标准

实施到位。据第三方机构满意度调查，

嘉定区公共文化服务公众满意率自

2015年起连续三年超过95%。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嘉定模式”
如果说曾经的嘉定是一个独以汽车闻名全国的偏科生，那如今的嘉定更像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等生。不久前，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正式揭晓，嘉定榜上有名，成功创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这也是继“全国文明城区”“中国曲艺
名城”后，嘉定近两年拿到的又一块“金字招牌”。

对志在打造“经济有体量又有质量、城市有颜值又有温度、社会充满生机又和谐有序”的创新活力之城的嘉定来说，“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成功创建，可谓意义非凡。嘉定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开展的标准化、数字化、社会化等方面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

“嘉定模式”，以多项突破和首创在全国形成引领示范。 记者 陆晓峰 顾娴慧 王安琪/文 记者 顾娴慧 王安琪 秦逸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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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众人拾柴火焰高
州桥老街景区长年人流如织，在

这片寸土寸金的闹市中，一家名为“嘉

友站”的百姓书社闹中取静，独具一

格。这家公益性书社，由新天地乐宸置

业公司无偿提供，与政府联手打造而

成，填补了商业区内公共文化服务的

空白。通过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目前

全区共发展了 100 家百姓书社，遍布

农村、社区，甚至军营。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

力量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生力军。在嘉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张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网正在形成。

宽敞的阅读空间、崇尚自然的内

部装修、人性化设计的书架桌椅……

这是南翔东社区邻里中心“我嘉书房”

里的景象。去年底，这家新书房一经开

张，便成为片区内的“网红”打卡点，书

房举办的亲子舞台剧、手工活动、绘本

分享课等各类活动，几乎场场爆满。

“我嘉书房”受到热捧的背后，离

不开社会力量的助力。上海智康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承担了这家书房的运营

管理工作，从筹备到建设，这家拥有十

多年行业经验的公司为书房找准了

“亲子阅读”的定位，并依此制定了相

应的装修风格和活动内容。“找准定

位，才能让书房不成为摆设。”公司负

责人沈斌介绍，公司同时还承担了南

翔智地“我嘉书房”的运营工作，通过

细致的前期调研，南翔智地“我嘉书

房”把目标人群瞄准了写字楼的白领，

在这家刚刚开放的书房中，除了常规

的阅读功能，还提供口味独特的咖啡，

书房二楼将设置文创区和休闲区，让

白领感受到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

南翔青年话剧社是嘉定引入社会

力量为市民提供专业服务的又一个成

功案例。这家话剧社在王彬冰戏剧工

作室的支持下成立，吸纳了约40位话

剧爱好者参与，先后推出以南翔小笼

发源和传承发展为蓝本的原创话剧

《日华轩》和以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

君起革命传奇一生为主题的原创话剧

《墨云惊鸿》，在上海保利大剧院演出，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近年来，嘉定还引入社会组织搭

建起不少优质的文教结合平台。比如，

依托上海说唱传承人顾竹君在南翔建

立的工作基地，与14所学校联动开展

戏剧进校园活动；再比如，邀请“文化

导师”走进校园，为小朋友们讲解上海

说唱、评弹等曲艺知识，有效推动传统

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承弘扬。

① 区图书馆根据人流量将排架时间设在每天下午四点，大大提升了效率。

② 南翔东社区邻里中心的“我嘉书房”，已成为片区内的“网红”打卡点。

③ 嘉定集聚了明止堂等33家民办博物馆和陈列馆。

数字化：嘉定人的“云端”生活
每过两三天打开“文化嘉定云”手

机APP浏览最新推出的文艺活动，已

经成为赵婷的习惯。对她这个重度文

艺爱好者来说，“刷到中意的活动却抢

不到票最难受。”

在嘉定，“文化嘉定云”这朵看不

见、摸不着的“云”，建立起全新的文化

供给服务模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赵

婷们的生活。迄今为止，“文化嘉定云”

注册用户超过17万，总访问量接近4

亿次，日均访问量超过 20 万次，平台

活动发布量达到3000余场。

“文化嘉定云”的推出，在全国开

了“一座城市一张网”公共文化数字服

务的先河。这个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

台，整合了全区图书服务、群众文化、

文博艺术、广播电视的文化服务资源，

为市民勾勒出一幅便捷高效的文化生

活图景：从以虚拟3D技术呈现于网络

的博物馆、美术馆，到全民共享的网上

书房，以及在线预定各类活动门票和

场馆，嘉定市民在“云端”享受着便捷

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

嘉定有 12 个街镇文体中心以及

区图书馆等多家区级文化单位，文化

资源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在以往，这些

“孤岛”往往“泾渭分明”，往来不多。

“文化嘉定云”的出现，让这些资源得

以整合，从而彻底破解这一瓶颈。

打破信息壁垒的同时，“文化嘉定

云”中的“文化众筹”模式，也让草根文

艺得以蓬勃发展。“文化嘉定云”上搭

建起了社会力量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

的文化众筹平台，市民或文化团队均

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方，自行

发起文化众筹活动：一方面引入社会

资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源头活水，

有效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精细化不足的

难题；另一方面深化供给侧改革，将文

化活动主导权交给市民，政府则扮演

起保障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通过流程再造，嘉定解决了政府

开设众筹平台的四大难题：一是资金

安全难题，通过“政府监督+第三方托

管”对众筹资金池进行管理，确保资金

安全；二是活动监管难题，通过前端审

核、现场监督、后续满意度调查三个环

节，确保活动内容的安全和品质；三是

公益性保障难题，通过文化活动成本

核算设置定价标准，杜绝众筹活动从

公益性变质为商业性的可能；四是规

范用户行为难题，通过“文化嘉定云”

建立公共文化信用档案，帮助市民形

成正确的公共资源消费观，如今市民

订票后的入场率超过98%。
■ 上海区报优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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