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外兼修，涵养滁州“精气神”

文化阵地是文化活动的基础。
面积约200平方的凤凰办事处梧桐书屋，是我市第一家

以“全民阅读”为指引社区级的共享书店，配备了各种图书1
万余册，内设凤凰办事处志愿者驿站、儿童活动天地等模块，
打造贴合群众需求的社区书店，全天候向社区居民开放，辐射
周边6个小区近2万名居民。

让阅读成为全民风尚，让书香浸润城市灵魂。
市图书馆新馆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阵地作用，深

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着力打造了“蚕宝宝——二十四节气亲
子故事会”“暑期科普实验站”“墨香课堂”“我是小小图书管理
员”等少儿系列品牌活动，组织开展了“共读一本书”读书沙
龙、家庭教育系列讲座、高考志愿填报讲座等成人讲座交流活
动和精挑细选的人文展览活动。2019全年共举办各种活动
267场，受益读者超1万余人次。

与此同时，市图书馆还引入了最新智能书架、VR体验设
备、瀑布流、书E得图书自助借阅设备、面部识别闸机等，让全
新阅读服务体验理念用起来，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阅读服
务。做好线下阅读服务的同时，积极推广线上阅读方式，整合
数字资源，集成于“滁州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结合滁州市图
书馆多个微信读者群“每日数字图书推荐”，每天一本书，让读
者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图书馆海量的图书资源，让线上阅
读方式成为“新时尚”。2019全年，数字阅读超18万余人次。

坚持文化为民、文化惠民，大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中国农民歌会成为安徽省保留举办的三个重大节庆活动

项目之一，成为发源滁州、立足安徽、面向全国、专门为亿万农
民打造的国家级公共文化品牌。

6部作品入选全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总数居全省第一，创我市历史最好成绩。现代黄梅戏《一
个都不能少》获第33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全国仅3个。15人
次文艺作品入选国家级展览，报告文学《小岗村40年》获省社
科奖二等奖，黄梅戏《抗大母亲》赴京展演，文化扶贫微电影

《三界外》首映并亮相第十四届“永远跟党走”中国青少年艺术
节。

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在全市开展“我们的村晚”活
动，实现全市乡镇（街道）全覆盖。连续成功举办三届滁州市
网络春节联欢会，参与人数超 10 万人次，关注人群超 1500
万。“中国梦·出彩滁州人”周周演活动入选首届安徽文化惠民
消费季重点活动，已成为我市群众演、群众赛、群众评、群众乐
的文化活动新品牌。

着力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的标准化建设。从满足学教礼
仪、文体活动、乡风展示、议事聚会等多种功能出发，打造分别
达到省级农民文化乐园、八个有标准的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以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建设市民
文化乐园和市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市直及琅琊、南谯两区
22个乡镇（街道）、156个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实现全覆盖，对群众免费开放。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滁
州留住了这座城市的文脉，如今，文化也正反哺这座城市。全
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2019年省政府目标绩效考
核跃居全省第一，2020年全市申报亿元以上重点文化产业项
目58个，总投资1903亿元。

“滁”非绝色，除非你来，冬去春来，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
“诗和远方”。

杨家巷、张家巷、菜市街、孟公桥巷、光明
巷……带有鲜明地域文化的七十二条半巷，是
老滁城的文化符号，更在老滁州人的记忆中打
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

形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油厂巷，因滁州
市老油厂坐落于此而得名，巷道长约 98 米。
围墙墙体绘画、路面破损修复、围墙檐瓦安装、
门楼制作，提升改造后，小巷焕然一新。其中，
墙绘以滁州记忆为主题，通过手绘彩绘的形
式，形象展示了记忆中的滁州。

这只是一个缩影，在这背后，南谯区按照
“一街一特色”，结合不同巷道历史背景、风土
人情、商业设施、建筑特色、自然环境等实际，
精心打造了以滁州记忆、未成年人、身边好人、
诚实守信为主题的背街小巷，全面提升巷道综
合品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巷道文化。

让“面子”更光鲜，让“里子”更舒适。琅琊
区在走访调研老城区背街小巷现状基础上，完
善基础设施、清理卫生死角、绘制文化墙，农机
巷、新光巷、邮电巷、站南巷、劲松北巷、乐园

巷、四合路、育新路、半条巷、长巷、通力巷……
旧貌换新颜，设施更新、环境优美、管理更有
序。

让历史中的“滁州”走进现实，再展芳华，
城市文化魅力必然进一步提升。

我市编制了《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和《滁州市北大街、金刚巷、遵阳街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从顶层设计着手，精心打造
历史文化街区，让记忆里的“乡愁”重回故里。

修、改、建，秉着这一思路，加固修缮东大
街桥、文德桥，修缮保护章益故居、吴棠故居、
下水关、瓮城、大东门，改造遵阳街，推进拱极
门、望湖阁、太仆寺等建设，一笔一画，清晰勾
勒出古滁州的人文脉络。而在另一边，作为滁
州重要名片的“琅琊山”，聚焦“5A”创建，东门
环境综合整治、环琅琊山景观道及飞越丛林等
项目建设不断推进，二道河漂流、摩崖石刻攀
岩、琅琊阁布展、南门民宿等项目轮廓渐清，原
有山水人文景观基础上，点线相连、差异互补，
业态进一步丰富。

城在景中、景在城中，滁州名片更亮、诗意
更浓、文化更美。

借力发力，全市文旅部门着力打造起
“跟着非遗游景区”品牌，让博大精深的传统
文化以让人感到亲切的方式传播给游客，让
八方游客增进对滁州的了解，感知人文滁州
的魅力。

今年国庆期间，先后在琅琊山和各县（市、
区）重点旅游景区，举办非遗节目展演、非遗扶
贫产品展销、非遗美食宴等活动，共组织传统
手工制作技艺、传统饮食、传统美术、非遗文创
产品 8 个项目的 100 余件展品，曲艺、传统戏
曲、传统音乐、传统体育等 10 个项目 40 个节
目，凤阳花鼓、全椒民歌、凉亭锣鼓、抖空竹、撂
石锁……各展其长，累计吸引游客 30 万余人
次，带动非遗产品销售近100万元。

城市，承载着无数的梦想与希冀。其发展
的归宿，就是让更多人诗意般地栖居。滁州正
下着绣花功夫，让市民“有得住”“住得好”，让
外来游客“不想走”“还想来”。

文明人创文明城，文明城养文明人。衡量
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看“颜值”，更看“气质”。

着眼培育时代新人，我市进一步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在“融入”上下功
夫，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使其影响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农贸市场、背街小
巷、公园广场等场所，先后设置主题公益广告
约20万幅（块），全面宣传展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文明健康有你有我、讲文明树新风
等。滁州日报、滁州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
刊发刊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健康有
你有我等系列公益广告 2600 多幅、广告视频
30 多个、节目 4500 多期。文明滁州、美好滁
州、滁州在线等微博微信刊发公益广告 13.8
万条次。

文明贵在养成，重在实践。
制定《滁州市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工作方

案》《滁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机制建
设工作方案》，健全志愿服务制度体系，规范运
作流程。印发《滁州市 2020 年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计划》，部署46项重点工作，建立
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库，首批入
库项目415个。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活动就在哪里，文
明实践才能热起来、活起来。

“各位父老乡亲请安坐，请听小伍说一说，
人人都说时代好，那是我党在领导。新农村里
新气象，有党领导大变样。”每周，南谯区章广
镇鸦窝村文化志愿者伍健都要参与两到三场
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鸦窝村原先是
一个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落后村，开展文明创
建后，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而通过搭建多
样化的文明实践平台和组建群众身边的文化
志愿者队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
空前提高。如今，这个村，小伍说书、学文大鼓

和乡村记忆馆等都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的
“文化品牌”。

精心设计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自发
参与的实践项目，滁州正常态化开展“文明实
践日、快乐星期天”“周五一小时、扮靓我的家”
等志愿服务项目，先后开展了“防疫有我 爱
卫同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公勺公筷行
动”等主题志愿活动，举办了全市首届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全市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1675个，县乡村三级实现全覆盖。全市已有实
名注册志愿者 98.9 万人，志愿服务团体 4901
个，发布志愿服务项目8.9万余个，累计服务时
长1572.2万小时。

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在滁州，
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正以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群众亟需的文明实践活动，让文
明行动热在基层，点亮群众美好生活。

三国设镇，南朝建州，隋朝始称滁州，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富。
观往昔，《醉翁亭记》《儒林外史》享誉中外、朱元璋由此走出创建大明王朝、王阳明讲学滁州“儒风之盛、夙贯淮东”……看今朝，滁州跻身

总量全省第三、增速领跑全省，全国文明城市“一举夺牌、首创全胜”。
徜徉今日滁城街头，300米见绿，500米入园，生活绿意盎然；公园、广场、图书馆，修身养性，幸福触手可及；主街干道、小巷院落，整洁干

净，美丽处处绽放。一点一滴细微之处，不断见证着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斐然成效。
2018年以来，在不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我市始终把城市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坚持注重发挥文化的滋养涵育作用，将城

市文化建设融入点滴、汇入日常，美了“颜值”、留住“乡愁”，增添了城市魅力、提升了城市气质，更让滁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岁月不居，文化永存。弯弯清流穿城过，明湖岸边热潮涌，滁州正以其历经千年孕育出来的气质，成为长三角地区、合宁间一颗璀璨的明

珠。风华卓越，不断续写新的传奇。

精雕细琢，且以诗意共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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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得花开见文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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