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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年 达州市民文化生活真的丰富了
喜庆党的十九大 回眸达州五年新变化

近5年，我市抢
抓机遇，在加快提升
经济“硬实力”的同
时，不断增强文化
“软实力”。以全国
新农村文化艺术展
演带动全市文化惠
民活动开展；全市各
级各类公共文化服
务单位全部免费开
放，年均免费接待群
众800万人次；全市
年均举办“流动舞台
进基层”惠民演出
1200余场，“巴渠大
讲坛”公益讲座200
余场、文化精品展近
400场、放映周末公
益 电 影 5000余 场
……让达州市民的
业余文化活动更加
丰富多彩。

百姓家门口看明星表演

在秋阳的沐浴下，西外莲花湖景区更显壮丽妩
媚，景区内的“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演展基地”迎来
了不少休闲玩耍的市民。

“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谁都知道这是我
们达州搞起来的，在全国都有名！我们也能在家门
口看大明星唱歌，安逸！”说到近年来我市举办的新
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在广场上健身的赵阿姨滔滔不
绝，“原来这里就是一片荒地，山坡，你看现在，巴山
大剧院、田园大舞台，一说谁不知道。对了，今年我
就是在这里看到了央视主持人毕铭鑫、歌唱家殷秀
梅、莫华伦，过去哪里看得到这些大明星哦！”

2011年以来，达州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全国
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参与面由31个省（市、自治
区）拓展到五大洲、省内各市州和高等院校，共有
650个节目9780名演职人员参演，48支队伍参加新
农村龙舟大赛，展出摄影和版画作品3000件、文化
创意产品和“非遗”项目460项，展销图书600余种，
征集论文555篇、乡土诗歌8850首、小品小戏266
件，展映电影957场，真正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
受到了文化盛宴。

此外，借助展演平台，我市展销展示文化创意
产品和“非遗”项目，举办“达人秀”、红色文化、巴文
化专场文艺展演，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达州悠久
厚重的历史文化、波澜壮阔的红军文化、独具特色
的民族民间文化。全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
别从4处、32处扩大到10处、42处，宣汉罗家坝遗
址、渠县城坝遗址纳入了国家成都平原大遗址保护
规划，米仓道、荔枝道纳入了蜀道申报世界文化与
自然遗产保护项目。

360多个休闲广场健身去处多

清晨6点，家住西外西苑佳居的张大爷换上白
色太极服、手拿太极剑步履轻盈地出门了。他步行
到离小区不远的金凤园广场，看见几名早到的拳友
已经开练。

“5年前我刚退休，这突然一闲下来，一天不知
道干个啥，很失落，也不愿出门。老伴劝我跟着她
去跳舞，我一个男人跟在一群女人后面跳，别扭！
后来看到有人打太极拳，这个有意思，我也就加入
进来了。”说到这个太极拳健身队，张大爷兴奋不
已。他说，太极拳队伍的壮大，离不开这5年来达
州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党委政府的重视，如今，
光是西外就建了许多文化休闲广场，金凤园、人民

广场、塔沱广场、莲花湖湿地公园，环境好，场地大，
只要不下雨，我们都会出来锻炼。现在我还跟着老
伴去跳舞，时代不同了，男人也能跳坝坝舞，哈哈
哈！”张大爷舞了舞手中的太极剑，眉飞色舞地说。

“目前，全市约有360多个休闲广场。”据市文
广体新局公共文化科负责人称，5年来，我市扎实
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力度前所
未有，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文化建设
成果不断惠及700万达州人民。

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建设全面升级

上周末上午，家住达城北外的刘女士带着8岁
的女儿贝贝来到达州市图书馆看书，刚踏进少儿阅
读区，贝贝就松开了妈妈的手，去挑选喜爱的少儿
读物，然后坐下来津津有味地阅读。“自从新图书馆
开馆后，为了培养贝贝阅读的兴趣，我们几乎每周
都会来一次。”刘女士告诉记者，“这里是书的海洋，
也是最舒适的阅读地方。”

“原来的图书馆在凤凰头，地方小藏书少，一年
最多接纳10万人次。现在，我们的藏书有67万册，
年接纳群众50万人次。”市图书馆馆长师智勇告诉
记者，每周，馆内还要开展“趣味英语”、“趣味数学”
等阅读活动，深受市民喜爱。

5年来，全市公共文化设施全面升级，拥有
公共图书馆8个，上等级文化馆由过去的4个提升
到7个，提升了31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服务效
能，新建1973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325个
社区文化中心，构建了覆盖城乡的四级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

创作文艺作品2万多件

5年来，我市加强了专业人才队伍、群众文化
队伍和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打造了“巴山作家群”
“巴渠诗群”“巴山摄影人”“巴山画派”，培育了一批
批文艺创作表演人才。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
才增加10%，群众文化队伍由2300余支增加到
3500余支，“巴山蒲公英”文化志愿者达到1500余
人。

自2013年以来，全市创作各类新农村题材文
学艺术作品6000余件，舞台艺术作品320余个，视
觉艺术作品20000余件，其中80%的舞台艺术作品
和视觉艺术作品搬上了舞台，搬进了展厅，有3600
余件作品在国家、省、市级文艺演出、展览和比赛中
获奖。

□文/本报记者 韩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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