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记者 李梦溪

书香浸润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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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健身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

多的市民选择在健身房挥汗如雨。

本报记者 张野 付林楠 摄

傍晚，在

高楼林立的居民区中，

上班族卸下一天的疲惫，独自健走

或三五成群健跑，健身者跟随手机播放的音乐，

保持各自的运动频率，追求健康的动感节奏……从传统

老年健身运动，到中青年时尚多元的潮流运动，人们的

健身理念如今真正迈向“全民”的阶段。人人参与运动

健身，健身带来健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长春奥林匹克公园是集竞技训练、体育培训、健身娱

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文化活动中心。“周末约上

三五好友打打羽毛球或是乒乓球，在假期还给孩子报了篮

球班。家门口有了这样一座大型场馆，真是非常方便。”市

民李学明对记者说。据统计，目前我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达到37.5%，全省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为93.7%，我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2.16平方米，全省行政村健身器材、县级以上城市“15

分钟健身圈”实现100%的覆盖率。

“远投三分！”在长春市体育中心篮球场内，一场五

人篮球比赛激战正酣，35岁的吴向阳在三分线外远

投。标准的地面和球架，来去如风的身影，让人们感受

到篮球运动的魅力。“以前家附近篮球场地少，想要玩

球特不方便，现在家门口就建起了场地，再也不用为四

处找球场犯愁了!”吴向阳对记者说。

居民区周围陆续建起的球类笼式运动场，让喜爱篮

球、足球的健身者们享受了福利。据统计，为加强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结合实际，我省编制出台《吉林省健

身设施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扎实做好顶层设计，结合

国土空间、城市更新、环境整治等工作，充分挖掘存量建

设用地潜力，提升健身设施建设与管理水平，推动全民

健身设施智慧化改造，实现群众体育提档升级。

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加

大体育健身、科学健身知识宣传普及，大力推广居家健

身、线上培训、体医融合新模式。与此同时，我省还在探

索智慧健身路径、智慧健身步道、智慧体育公园建设路

线，推进资源整合、数据共享、互联互通工作，促进大众健

身迈向现代化、智慧化、便民化。

从“跟我练”到“我要练”，人们通过运动健身获

得健康体魄的意识和动力悄然发生着变化。目前，

全省各级体育组织或俱乐部已达到8000多个，有各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逾 8万人，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数超额完成国家制定计划指标。全民健身大

潮持续升温，吉林人民正奔向健康、拥抱幸福。

健 身 热 百 姓 福
本报记者 张宽

站在书香吉林讲书堂的讲台上，刘洋目光澄澈，笑容明媚。认识她的人都说，自从开始讲书、听书，她

的笑容多了，更自信了。刘洋自己也说：“我比3年前更年轻、更有活力，或许这就是读书给我的力量吧。”

2017年，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书香吉林讲书堂成立之初，刘洋便加入了。“协会组织的第一次讲书活

动，我记忆犹新。我们16个人从早上9点开始讲书，然后又组织发言讨论，一直到下午1点多才结束，然而

大家都意犹未尽。就是那时开始，我突然感觉，原来一起阅读一起讲书可以这么酣畅淋漓。”

2013年9月，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在长春成立，这也是全国首家正式成立的全民阅读协会。2017年9

月17日，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成立书香吉林讲书堂。成立仅3年，书香吉林讲书堂就在全省范围内举办了

上千场读书分享会，落地60余个成员单位，覆盖全省20多万师生和职工。每逢周末，在长春的书店、出版

社等地都会有爱好读书的人们聚在一起，共享一场书香之约。

“想读就读，想分享就分享！近在咫尺的阅读活动让我的阅读变得更便利、更生动，让生活更充实、更

有趣。成为一名讲书人，推动全民阅读也成为我心中最有魅力、最值得去做的

一件事。”刘洋说。

书香吉林讲书堂的讲书人不仅在出版社、书店讲书，还走进

乡村、社区、公园等地，服务更多的群众。同时，讲书堂通过

“吉视直播”现场直播40场讲书活动，收看观众达300多万

人次。2020年，讲书堂开展线上“云讲堂”，并在喜马拉

雅平台制作成音频合集，面向社会广泛传播。讲书堂

打破地域局限，开展全民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校

园、进军营、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等，每年举办

1000余项近万场次活动，在全省营造了浓厚的读

书氛围。赠阅、演讲、亲子共读、阅读大使走基

层——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汇聚成阵阵

书香，弥漫在吉林大地。

“电影放映特别受群众欢迎。每年夏天，放映队基本上一个月就能来我们村一回。放电影前还放一

个科技普及的小片，娱乐之前先学知识，我们都喜欢看，感谢政府把这么好的电影送到我们农村。”

前郭县乌兰塔拉乡哈沙吐村村民梁文军说的“放映队”，就是荣获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的吉林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它是我省唯一一家跨地区经营的农村院线，承担着吉林、

辽源、通化、白山、松原、白城6个地级市、24个县（市）、5423个行政村的农村电影放映任务，每年放映农

村公益电影7.6万余场，让群众最大程度享受观影的快乐。

磐石市流动放映队放映员曹小宇说：“我父亲从1994年开始当农村放映员，我从小就跟随父亲放映

电影，2017年我正式成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可以说我对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非常有感情，能成为其中

一员感到特别骄傲。”

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还尽力推动群众从“站着”观影到“坐着”观影，充分利用文化站、会议室、活动

室等场所，已建成乡镇数字电影厅215个，每周都能为农民群众放映一场电影，

让他们感受大银幕带来的震撼和乐趣。“我们喜欢最新上映的电影，也喜

欢过去的老电影，这两年我感觉乡镇电影厅的影片类型较原来增加

了不少，像《英雄儿女》《董存瑞》这样的影片我都看到了。新片

上映的速度也提高了不少。特别是去年还增加了科教片的

放映，很受欢迎。”在辉南县楼街乡镇数字电影厅观看完

电影的崔有智如是说。

每一个重要时刻、关键节点都有省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的身影。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他们组织放映队伍录制快闪视频，共同歌唱《我和

我的祖国》；在党的生日之际上演建党100周年万

场电影秀，放映《周恩来回延安》《南征北战》《英

雄儿女》《夺冠》《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湄公

河行动》等几十部主旋律突出、正能量强劲的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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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市民文化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针对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开展

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打造

“市民的节日”“百姓的舞台”。（资料图片）

每逢节假日，“送演出下基层”的文化大餐就

被送到农民家门口。这不，柳河县罗通山镇自立村的

村民早早就聚在了村委会的大院里，期待着活动的开始。随着节目热

热闹闹地开演，演员们纷纷亮出的绝活儿，给村民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送演出下基层”是我省最受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之一，每年为全省各地群众

送上数千场演出。“我最喜欢倪茂才唱的京剧，那叫一个‘有味儿’！”“近几年，张波

每次都是主持，他的二人转也唱得特别好。”每到一处，观众们都对来送演出的演员

如数家珍，熟知每个人的演出风格。

作为我省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送演出下基层”自2009年起开始实施，原名

为“送戏下乡”，2016年扩大受众范围，改名为“送演出下基层”，演出地点不仅包括

乡镇村屯，还包括工厂、学校、街道、社区、部队等。

十几年来，我省文艺工作者在“送演出下基层”中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同时也

见证了吉林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一年年的‘送演出下基层’中，我们看到农村的环

境越来越好，农民朋友们越来越有精气神儿，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也逐渐提高，真

是打心眼儿里高兴。”二人转演员盛喆说。

“送演出下基层”也让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省曲艺团团长李壮说，

在基层演出过程中，他们和各地观众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有好几部普法题材的作

品就是取材于农村的真实事件，把农民的故事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呈现

出来，让大家更容易获取和接受其中的信息和知识。”

每年春节前，省里的“红色文

艺轻骑兵”书法小分队都会如约下

乡。今年春节前，公主岭市朝阳坡镇

孔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挤满了村

民，家家抢着请书法家写春联、“福”字。

“现在很多农户家贴的都是印刷的春

联、‘福’字，没有墨香不说，相似度也太高。而

我们给农民写春联，都是根据各家的情况。比如，老

两口种玉米、儿子学厨师脱了贫，我们就给他家写上‘金黄饱

满香四海，手艺精湛走四方’，横批‘脱贫光荣’。”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景喜猷说。

“这些‘红色文艺轻骑兵’给我们村带来了先进文化，推送了正能量，将党的声音和

关怀传递到我们心间。”朝阳坡镇孔家村村民罗荣波说。

“文字是由笔画组成的，剪纸也有它的符号，剪纸的符号是由线条组成的。线条组

成的符号通过变形、组合，就成了图案，小图案又组成大图案。阿姨，你看，按照这个纹

理去剪，注意刀法。”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孙丽荣娓娓道来，为长春市红旗街道天宝

社区的居民现场传授剪纸技巧。

在她的认真指导下，学员们都成功剪出了喜庆的“福”字团花。每完成一件作品，大

家都会开心地举起来共同观赏。李大娘在艺术家们的帮助下，剪出一个“春”字。她高

兴地说：“剪纸不仅仅是娱乐活动，还是一种传承，过年剪个大红字既喜庆又吉祥！”还有

人感叹：“这剪纸啊，真是个耐心活，非常有意思。感谢艺术家们的教学，丰富了我们社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近年来，省文联开展“文艺扶贫奔小康”“边境惠民百村行”系列活动，组织开展“一

个都不能少”文艺扶贫歌曲创作，组织艺术家以点带面为边防官兵和176个边境一线村

的群众奉献了100余场文艺演出和书画笔会；组织136位艺术家参与的“百名艺术

家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演出培训活动百余场；建立各艺术门类创

作培训基地和“深扎”联系点80余个。

送演出下基层送演出下基层

农村公益电影农村公益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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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吉林大地，金黄遍野，风景如画。在秋高气爽的周末，文化（健身）小广场上摇曳起欢快的舞姿，
农家书屋中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农村数字影院正在播放爱国大片，送戏下乡的舞台车边掌声阵阵……白山松
水间处处洋溢着欢乐喜悦的氛围。

10年来，我省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面提升，蓬勃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为赋能小康建设交出一张幸
福的民生答卷。

文体赋能 走向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