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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辽源市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学技术馆及城市规划馆在南部新城开工建设。2019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下，重启提标改造工程。历时两
年，完成全部施工及内部展陈工作。今年11月23日，万众瞩目的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学技术馆、城市规划馆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我市又一文化名片和民生亮点，不但补
齐了群众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而且打造了文化地标建筑群，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品位。近日，本报记者分别到上述场馆探馆，并将陆续刊发相关报道，
带领读者到南部新城来一场旅行，进一步增进广大市民对我市这一亮点工程的深入了解。

南部新城文化地标建筑群之辽源市文化馆

提高群众文化素养
打造辽源音乐名城

辽源市文化馆是我市公益类群众文化事业单位，也是群众文化惠民窗口。几十年来，辽源市文化馆为我市群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及文化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市文化馆以满足市民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组织群众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断夯实群众基础，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的工作成果。随着我市民众精神文化水平日益提高，新馆建成后，市文化馆充分发挥新馆硬件优势，在做优做好传统服务项目基础

上，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在满足民众精神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市民艺术素养，为将辽源打造成“文化名城”不懈努力。

辽源市文化馆于 1950年
建立，隶属辽源市文旅局，下挂

辽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辽源市美术

馆、辽源市书画
院。新馆

位

于南部新城，总建筑面积20879平方
米。其中，地上 16922平方米，地下
5957平方米。

市文化馆有全额事业编制20人，
差额编制17人。内设10个部室——
办公室、文艺部、免费开放管理部、
培训部、美术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部、调研部、创编部、导演部、
人事劳资部。现有三个馆办团，
即民乐团、电声乐团、合唱团，团
员 200余人。目前，在新馆已开
展的公益培训项目有舞蹈、声
乐、器乐、戏曲、舞台表演、书法、
国画、油画、演讲等。

辽源市文化馆迁入新址后，充分发挥新馆硬件条
件优势，在做优做好传统服务项目基础上，创新探索
新模式，努力提升市民艺术素养，打造辽源文化名
城。

持续开展免费培训工作。采取“请进来、走出
去、沉下去”形式，拟开展免费培训60期，实现和保
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真正把辽源市文化馆办成
满足全市百姓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主阵地。

请进来。进一步丰富培训项目，在新馆举办
各种免费培训班，把免费开放辅导培训向全年龄
段推开。针对职教园区大学生、市民、农村文艺
骨干、中小学音乐老师开展培训，扩大培训覆盖
面，让广大群众拥有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机会，
从而树立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
同时，将根据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特点，开展
“预约式”服务，进行“点单式”教学，设置更
多项目，创新培训形式。根据市民实际需
求，邀请相关老师或专家，免费提供场地进
行授课、开展讲座。预约内容包括声乐、合
唱、器乐、舞蹈、美术、书法、语言、戏曲，并
根据需求陆续开展瑜伽、摄影、茶道、花
道、武术、太极、美妆、手工、美食等培训
或讲座。在寒暑假，还将举办困难家庭
和农民工家庭留守儿童才艺培训班，为
渴望学习艺术的困难家庭孩子提供免
费培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文
化需求，让更多市民受益。此外，还
为没有活动场所的社会文艺团体提
供排练场地，让所有辽源民众都能
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果。

走出去。不断拓展服务阵
地，采取馆校结合模式，选派群
文干部走进中小学校、社区、机
关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等开
展文化艺术进校园培训。指导
各单位、团体创编节目和开展
活动。

沉下去。群文干部还要
深入基层一线，进乡（镇）、村
小、农家院，开展培训辅
导。为落实国家文化部和
省文化厅“圆梦工程”，目
前，市文化馆已选派 8名
专业老师深入泰安小学、
石河小学、寿山镇中心
小学、工农乡中心小学
及四个村小，为农村小
学生开展声乐、少儿
合唱、舞蹈、书法、国
画、蜡笔画培训，并
且坚持培训常态化。

用心组织策划丰富多彩的大型
群众文艺晚会。充分发挥我市拥有
全省一流大剧院优势，组织举办各
种文艺演出。如辽源市第二届东辽
河合唱节、龙山音乐会、农民文化
节、百姓大舞台、社区汇演、少儿精
品展演及培训辅导成果优秀节目汇
报展演等各种演出，为全市人民提
供展示锻炼的平台。利用新馆的书
画展厅，组织全市书画名家和书画
爱好者参加书画作品展。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让广大
市民共享优秀文化成果，在享受“文
化福利”的同时，感受惠民政策的温
暖，不断提升人们在文化上的获得

感、幸福感。
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形

成固定粉丝群。凡参加艺术培训和
演出的群众，可自愿登记成为辽源
市文化志愿者，参加文化馆的各类
公益活动，为群众文化发展和文明
城市建设出一份力。文化馆将继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在服务内
容、服务形式上进行创新，用丰富的
文艺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新
期待。

构建线上音乐艺术教育平台，
邀请名家定期举办音乐表演、名曲
赏析、名师微课，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让云课堂发挥艺术普及和提升

的职能。通过音频、视
频、图文等形式的综合呈
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高品质的线上课程，逐步
实现提升市民文艺素养、打
造辽源音乐名城的文旅工
作目标。

探索开展非遗微课堂线
上教学模式。邀请非遗传承
人在线讲课，让群众对辽源古
老技艺有深入的了解，提升兴
趣，培养更多非遗传承人。

继续开展“辽河之滨、观水
听音”活动，组织全市名师团队在
辽河两岸展演。

6月11日，在辽河景观带开展“辽河
之滨·观水听音”名师展演活动，共计开
展64场。

6月 24日，在显顺琵琶学校举办辽
源市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系列活动“辽源
市首届东辽河合唱节”。

6月30日，在南仁东广场举办“永远
跟党走”辽源市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文艺晚会。

7月15日，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辽
源市文化馆馆办群艺舞蹈团代表辽源
地区参加“2021年吉林省第二届广场舞
大赛”。

10月 20日，在南部新城辽源大剧
院，辽源市文化馆馆办群艺合唱团代表
辽源地区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唱支山歌给党听”吉林省第十三届

“长白之声”合唱节活动。
11月9日，在南部新城辽源大剧院，

市文化馆承办“第八届吉林省农民文化
节”、国家文旅云第四季度“百姓大舞台”
辽源地区“以文艺之光、铸时代之魂”专
场文艺晚会等活动。本次活动由国家公
共文化云平台面向全国现场直播，直播
期间线上观看量高达734238人。国家公
共文化云平台监播实况后给予高度赞

扬。全文如下：“在吉林省文化
和旅游厅、中共辽源市委宣传部
等单位举办的这场百姓大舞台
专场演出上，辽源地区农民群众
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对党改革开放
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农民生
活幸福富足的淳朴感激之情，接地
气、贴近生活。演员们表演大方、情
真意切，带有东北地区人民豪放热烈
的情怀，演出从政治内容和艺术水平
上都取得了成功。演出画面大气，声
音清晰，传输信号好，不存在政治方面
问题，可上云平台播放。”

辽源市文化馆承担全市
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策划、
组织、指导和实施工作。指
导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等
部门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群
众文化活动；培养和辅导全
市各级群众文艺骨干，不断
提高业余文艺骨干的艺术
水平；组织全市各类业余
文学社团开展文学创作
活动，面向社会提供文化
活动资料；开展少年儿

童文艺培训和辅导工作，组
织和开展少儿文艺活动。同
时，对全市群众文化活动的
开展和发展趋势进行调查和
理论研究；对基层文化馆、文
化站进行业务辅导，发挥各
级群众文化网络业务指导的
龙头作用；搜集整理民族民
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开展全市非遗项目申报
评审、传承保护工作及群众
文化艺术交流和研讨活动。

辽源市文化馆概况

策划文化活动 培养文艺骨干

“请进来 走出去 沉下去”
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

辽源市文化馆2021年文艺活动速览

①第八届农民文化节演出现场①第八届农民文化节演出现场。。
②市文化馆举办舞蹈培训班②市文化馆举办舞蹈培训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③辽源市文化馆外景③辽源市文化馆外景。。
④④20212021年辽源市文化馆第三期声乐免费培训班开班年辽源市文化馆第三期声乐免费培训班开班。。
⑤新修建的大剧院舞台更宽阔⑤新修建的大剧院舞台更宽阔、、设备更先进设备更先进，，给市民带来更好的体验给市民带来更好的体验。。
⑥市文化馆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⑥市文化馆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不仅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文化需求，，更能提升群众文化素质更能提升群众文化素质、、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城市文化品位。。
⑦市文化馆书画展厅一角⑦市文化馆书画展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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