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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春风拂瀚海
———洮北区发展城乡群众文化活动走笔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年来，洮北区委、区政
府以充分满足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
发点，以“政府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动员，多
方联动” 为指导， 努力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
牌，满足城乡群众求知、娱乐、审美、健身等精
神文化需求， 让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走近百
姓，遍布城乡社区乡村，覆盖一年四季。

倾力而为注重引领
洮北区委、 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基

础建设，几年来，累计投入专项建设资金432
万元，为各社区购置了接入互联网和服务器、
电脑及投影仪等文化共享工程设备及开展文
体活动所需桌椅、书架、图书、电视机、音响、
乐器等基本设备。 目前，洮北区的7个街道办
事处的39个社区， 都拥有了街道文化活动中
心、社区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

“自从书画工作站成立后，我们社区居民
的生活越来越充实了。 下楼就来到这里学写
书法，不仅丰富了我们晚年生活，更促进了居
民邻里和谐。 这个书画服务工作站确实办到
了居民的心坎里。 ”新华街道建设社区年过六
旬的居民申万友的切身感受道出了众多学员
们的心声。 2016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洮北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围绕“到人民中
去”———洮北区文化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启动。
自与洮北区新华街道办事处建设社区联合成
立全区第一家书画服务工作站后， 就打开了
洮北区文化志愿主题服务活动新局面。 仅一
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区城乡成立了3个书画服
务工作站。 工作站的成立为书画在群众中推
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这仅是区委、区政府
文化建设全局的一个切入点。

将文化建设融入全区发展， 用笔墨丹青
塑瀚海之大美。 2017年，洮北区委、区政府，先
后主办了“笔尖下的洮北”———纪念建党96周
年文化精品创作大赛、“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老城焕彩 精准扶贫“翰墨赞洮北”书画精
品展》暨《洮儿河畔》文化期刊首发式。 活动均
以“全面大发展，建设新洮北，让全区人民生
活得更加美好” 为主题， 数百幅作品紧扣主
题，集中反映了全区在老城改造、扶贫开发、
项目建设、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的辉煌成就，
全面展现了洮北人民“只争朝夕、真抓实干、
以干求活、以和求成”的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 洮北区充分发挥文化阵地作

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免费提供优质的艺术指导
和服务。 洮北区老年艺术团，借助文化馆排练
大厅，精心编排精品节目，通过积极参与艺术
节的各类演出不断提升艺术水平和文化内涵，
为市民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仅瑞光街道就携手区老年体协及其他社区举
办了象棋大赛，庆祝建党96周年“庆七一、学
党章”知识竞赛活动，“欢庆元旦、喜迎新春”居
民联欢会及“庆元宵、猜灯谜”主题活动等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极大促进了社区文化推广与
普及。

乡土文化异彩纷呈
近年来，洮北区加大对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投入的倾斜力度， 在全区共建成11个乡镇文
化站、137个村级文化小广场、162个文体活动
室和农家书屋，实现了洮北区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覆盖。仅2016年、2017年
两年间，用于小广场建设、村级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文化站免费开放、图书更新及服装、音响
设备等的投入建设资金，就达到了1380万元。
同时， 洮北区在53个贫困村开展了以保障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为重点的贫困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累计投入资金660余万元，努力
实现到2018年底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
覆盖，达到贫困村村村有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大院、文体活动室、农家书屋、文体广场的
目标。 近两年，组织各类惠民演出100多场，洮
北区全区基本实现了一乡一村，“一街一社”的
特色文化项目，惠民服务渐成常态；培训基层
文体骨干400多人，全区“三馆一站”免费开放
接待市民20多万人次。

洮北区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场所，通过形式
多样文体活动把村民聚在一起。使文化广场成
了村民学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
现代科学文化的重要阵地。洮北区有农民自办
小剧团5个，每个小剧团有15到20人，每月都开
展固定的活动。部分小剧团更是达到了专业水
准。 2017年，全区11个乡镇都举办了广场舞比
赛， 涵盖了140个行政村， 参赛村民达到了
5000余人，打造了与众不同的舞蹈文化。

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的安代舞，代表白城
市参加了“欢庆十九大 筑梦新时代”第四届吉
林省农民文化节精品节目展演，原创舞蹈《火
红的安代》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充分
展现了该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风貌。

文化艺术下乡活动密切联系群众，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 洮北区认真贯彻省
文化厅关于开展“文化惠民直通车”活动精神，
顺利完成“惠民直通车”演出任务和“送文化下
乡”活动，去年全年演出共计40场；为农村群
众写春联百余幅，发放春联、年画、福字1200
余幅；组织各乡镇优秀农民歌手，参加了全市
举办的农民歌手大奖赛。

全民阅读深入开展
洮北区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立足于从

管理阶层及娃娃抓起。 2016年，洮北区少儿图
书馆开始每日免费开放。

此后，洮北区先后举办了“白城市洮北区
农家书屋管理员培训班”， 共计162人参加了
业务培训；开展了以“世界读书日”为主题的
书香洮北———新书展阅活动； 举办全民阅读
启动仪式———红歌进校园活动；开展“全民阅
读文化惠民购书卡”发放工作，共发放3000张
惠民购书卡、总计金额30万元。 2017年，少儿
图书馆获得了由中宣部颁发的全国“服务农
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双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近两年来，区相关部门先后组织参加了吉
林省“青青草”杯原创作品比赛活动；“同筑中
国梦 共度书香年”———“春联来了” 书春日活
动；少年儿童才艺展示会（书画专场）活动；开
展喜迎“十九大”吉林省“第七届农民工子女
书画赛-白城赛区颁奖典礼活动及“氤氲书
香”朗读比赛。 区少儿图书馆全年累计接待读
者近25000人次， 全年采购新书5000余册，征
订报刊122种，办证读者1300人。 举办公益讲
座15期，听众达1000人次。 洮北区还组织相关
部门开展送书下乡活动，坚持为贫困村书屋配
备图书。 为各农家书屋送去了法律、 科普、文
学、健康知识等方面图书及期刊数千册，满足
了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文化繁荣助力发展
洮北区把文化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软实力来打造，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
创新力和支撑力，立足自身优势，依托城乡文
化的发展和自然淳朴的民风，倾力营造洮北区
浓郁的特色文化氛围。 现已初步形成各具特
色的“五大文化阵地”：以文化馆为龙头、以业
余文化骨干为领导的社区文化网络； 以区老
龄委为龙头的老年文化网络；以教育局、少年

宫为龙头的校园文化网络；以团区委为龙头的
青年群众文化网络；以武装部为龙头的军营战
士文化网络。“五大文化阵地”逐步形成了全民
参与的大文化格局。 先后成立了舞蹈家协会、
书法家协会、国标舞协会等33个协会，全区各
文艺团队参加人数达2000余人。

2017年， 洮北区文艺团体创作的作品有
反映老城改造的歌曲《身影》《美丽新洮北》，歌
剧小品《夫妻》等10余部，参加全省二人转、拉
场戏、小品精品剧本研讨会，受到了上级领导
和业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同时，通过深入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等重要法律法规,制定出全区的政策文件等多
种形式， 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全区全民健身纵深开展, 体育活动亮点纷呈。
洮北区组队参加了吉林省青少年雪上项目锦
标赛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的比赛； 举办了
2017年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洮北区选拔赛和
吉林省大众篮球赛洮北区选拔赛；组队参加了
在锦州举行的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组队参加
了吉林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10
名队员取得了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书。

传承是文化的命脉。为提高遗产保护措施
力度，举办了全区非遗保护工作会议暨专题培
训班；编制《城四家子城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工作计划》，并顺利通过省文物局审核；采
取多种形式加强文物保护职责，严格按照“一
法一例”相关要求贯彻落实，加大文物保护宣
传力度，使广大市民人人懂得文物法。

文化工作促脱贫，精神富足天地宽。 洮北
区将53个村确定为文化扶贫对象， 进一步建
好贫困村文化活动阵地，既满足了农民群众文
化精神需求，又强化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 到
2017年底，已实现贫困村文化小广场全覆盖。

“文化惠民直通车”送文化下乡活动持续开展；
在德顺乡、 青山镇开展了“扶贫攻坚 文化同
行”文艺演出活动。

在东风乡绿水村、工农村和德顺乡曙光村
等村屯举办农村文化大院迎新春文艺演出活
动4场；推动全民健身运动，举办了洮北区第九
个全民健身日暨洮北区贫困村篮球赛。

浓厚的学习氛围、文明的乡风人情、健康
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在洮北已转化为现实的
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 特色
文化建设硕果累累、亮点频频，犹如丝丝春雨，
滋润着城乡居民的心田……/记者 薄秀芳报道

洮北区平安镇中
兴村饮水安全工程
于 2014 年 10 月建
成 ， 受 益 人 口 达
1040 人， 实现了自
来水入户，上下水便
利，保障了村民卫生
健康，提升了村民幸
福指数。该工程促进
了农村供水规范化
建设，为新农村建设
起到了示范作用。图
为 4 月 15 日饮水安
全工程技术人员正
在检测饮水设备。
/记者 马彬 报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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