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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大舞台”用自己的“正能
量”赢得了社会各方赞誉，各种社
会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助力百
姓大舞台。不少社区活动所需的音
响、幕布、灯光、地毯等皆由热心群
众捐献。其中，华东里音乐广场立
足打造高端文化阵地品牌，由企业
家出资，添置高端舞台灯光音响等
设施设备，常态化开展品味高雅的
文艺活动，孵化培养一批又一批的

文艺团体和人才。
区文艺交流中心“百姓大舞

台”工作室定期邀请区文联下属8
个文艺家协会以及区民间艺术团
队、文化志愿者为系列文化活动
出谋划策，形成“活动来源群众，
活动造福群众，群众支持活动”的
良性互动。

如今，“百姓大舞台 社区小
舞台”已成为龙文区常态化开展

的文化品牌活动，该区将紧扣融
入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设
目标，深挖闽南文化内涵，启动

“百姓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 大家
斗阵来”系列活动，将邀请知名闽
南文化专家入学校、进机关、下社
区，首批将在 4 所中小学、2 个社
区、1个活动示范点试点挂牌建立
闽南语传承推广基地和实践点，
通过举办闽南语歌手赛、龙文讲

古等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进一
步激活本土文化活力，推动闽南
文化交流互鉴。

一场场演出、一次次排练，让
30多万新老龙文人从陌生邻居变
身舞台搭档。台上台下无界限的

“沉浸式联欢”，重塑社区温度，其
意义早已超越文艺活动本身，让
社区真正成为守望相助的精神共
同体。

“百姓大舞台”是一项以群
众为主体的全国性文化品牌项
目。近年来，龙文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积极落实加
快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
的要求，通过政府搭台、群众唱
戏的模式，将“百姓大舞台”创新
延伸到各村居（社区）。

全区6个“百姓大舞台”和
85个“社区小舞台”常态化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演出舞台遍
及社区、街区、商区、园区、景区
等“五区”，所有节目百姓导、百
姓演、百姓看“三百”特色鲜明。

2024年以来，全区共开展
系列活动500余场次，挖掘培养
了65支民间文艺队、300多名
文艺骨干，不仅让群众从观众
变身“民星”，更以文化为纽带
化解“对门不相识”的现代邻里
困境。

初夏傍晚,暮色渐浓，洛滨
村院士文化广场上笙歌鼎沸，
热闹非凡。

“来，大家脚步再整齐一
些。”村民郑阿姨带着大家一起
排练新的舞蹈。院士长廊下，几
名老人摇着蒲扇聊天纳凉，几个
孩子趴在健身器材上当“小观
众”，晃荡着双腿模仿大人们甩
手的动作，引得现场欢声阵阵。

作为龙文区最早一批培育
的“百姓大舞台”示范点、全民

“村TV”发源地，闲暇时排练节
目、定期聚集观看已经成了洛滨
村村民生活的日常。“以前闲下
来不是看电视就是打牌，现在大
伙来广场一起排练、唠嗑，日子
可充实了！”郑阿姨笑着说。

群众的日子充实了，精神
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往日里
蜷缩在沙发上刷手机的年轻
人，如今抱着吉他加入华东里
音乐会的节目排练；锦绣社区
童心广场，喜欢围坐着唠家常
的阿姨们，穿起了统一的红色
舞裙，跟着视频教程练习起了
民族舞；在浦东批发市场开店
的王大叔则收起了麻将桌，跟
着退休教师学起了快板……

这样的场景，在龙文随处
可见。近年来，龙文区坚持“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支持、
群众参与”原则，培育打造华

东里音乐广场社区百姓大舞
台、闽南水乡街头文化百

姓大舞台等15个示范点，
为居民搭建起展示自我

的广阔平台，成了龙
文区重要的城市名
片。

“以前是在电视里看演出，现在我
们自己当‘明星’！”郑阿姨自豪地说，
也道出了“百姓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
的核心逻辑——把舞台交给群众。

“政府要做的不是大包大揽，而是
搭建舞台、点亮聚光灯。”龙文区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底，龙
文区委宣传部牵头，抽调各镇街、文体
旅游局等单位成立工作专班策划“百
姓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全区全覆盖常
态化活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并
安排 100 万元财政专项资金，保障系
列活动的常态化开展。

多方努力下，歌舞表演、戏曲杂
剧、诗歌朗诵等精彩节目在各个舞台
常态化轮番上演，表演者既有专业的
文艺团体，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
居民。

身份的转变，激发了群众的创
造力。2024 年元旦期间，龙文区“龙
年游龙文 我秀我最行”“百姓大舞
台 社区小舞台”系列文化活动在全
区各地拉开帷幕。18 场线下海选，每
场都有上百人即兴登台，600 余个报
名节目让组织者直呼“排不过来”。
随着演出场次逐渐增多，一些群众

不但自己参演，也带动身边朋友成
为舞台上的主角。

为进一步提升演出质量，区文化
馆常年开设公益文艺培训班，挖掘和
吸收了一批具有理论素养、热爱思政
工作、发展潜力大的本土文艺人才，为
活动开展提供骨干支撑。如今，“百姓
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已经成了龙文区
文艺人才的摇篮。40余名佼佼者登上
了龙文区 2024 年迎新春联欢晚会和
元宵晚会的舞台；郭坑镇 150 余名草
根文化人才还通过该平台走出龙文、
走向全国。

后征迁时代，居住空间的转变带
来邻里关系的疏离。如何打破这层隔
阂、搭建情感联结的桥梁？“百姓大舞
台 社区小舞台”成为重构邻里关系的
金色纽带。

“搬进小区 3 年多，我和对门邻
居居然还不认识。如今，通过‘百姓
大舞台’，我和许多邻居都成了朋
友。”回忆起初次参与舞台活动，家

住店上花园小区的陆女士仍记忆犹
新。当时社区组织“邻里才艺秀”，她
抱着试试的心态报名了舞蹈节目。
排练期间，同组的王阿姨主动分享
舞蹈技巧，隔壁楼的张先生帮忙制
作背景视频，一来二去，大家不仅在
舞台上呈现了精彩演出，私下也建
立起深厚情谊。“现在乘电梯遇到邻
居，聊的都是下次演出的创意。”陆

女士的话，道出了文化浸润带来的
微妙变化。

在龙文区，文艺活动正俨然成
为打破人际坚冰的“破壁机”。在自
主编排、展演节目的同时，各社区还
组织文艺骨干、居民相互学习取经，
加强“文化联建”，在社区与社区之
间形成“先行带后动，比学赶超”的
文化氛围。

本版文图由 林聪华 张小惠 黄秋芬 采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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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响起来 大家

龙文区“百姓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激活城市文化新生态——

斗斗阵阵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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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大大丰富了群众
的文化生活

龙文区“百姓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系列文化活动总决赛在
碧湖生态园广场举行

华东里新年音乐会““百姓大舞台百姓大舞台 全民村全民村TVTV””吸引不少周边县区居民慕名观看吸引不少周边县区居民慕名观看

▶国家
一级演员、
著名歌唱家
谭晶受邀莅
临“百姓大
舞台·璀璨
华东里”活
动现场

群众自编自演的大鼓凉伞表演群众自编自演的大鼓凉伞表演

“百姓大舞台 社区小舞台”成了
男女老少展示自己的平台

郭坑镇口社村村民表演《川剧变脸》，赢得阵阵喝彩。

龙文区龙文区““百姓大舞台百姓大舞台··璀璨华东里璀璨华东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六进六进””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