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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城市生长力，加快建设更有温度和厚度的主城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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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支队伍向阳开，奏出时代交响曲
从走街串巷到千余平米文化活动中心，一起来看看市北文化四十载的变迁故事

□文/半岛记者 曹现梅

当四十年的记忆画卷徐徐展
开，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青岛
老城区的市北经济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变化的同时，文化也似“春风
如贵客，一到便繁华”。从向阳院
里围坐看报到千余平文化活动中
心，从逢节出门看戏到献唱大舞
台，从独角戏到千支队伍满园文
韵……40年风雨兼程，40载硕果
累累。乘风起势，市北文化谱写了
一曲时代的“交响乐”。

走街串巷盼来一间房
“文化客厅”成打卡地

眼下，正值寒冬时节。而不久前启幕的2018年市
北区文化大比武却为这个萧瑟的季节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来自全区22个街道的百支文艺队伍纷纷登台
秀出才艺。台上欢快的舞蹈、精美的服装，台下观众的
喝彩声，作为即墨路街道文化站的站长，这番情景让奔
忙在台前幕后的张莉在收获成就感之余，感慨颇多。
1985年底，张莉考入原市场三路街道，成为山东

省最早一批的文化专干之一。“当时的文化工作比较单
一。受条件的限制，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带着大家围坐在
楼院里一块看报。”张莉回忆说，到了夏天孩子们放暑
假的时候，她又会组织孩子们一起在院子里编排节目。
“没有场地，只能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在街头巷尾找个
合适的地方排练。遇上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就没办法
组织编排了。”
“那会儿，整个街道就只有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
会议室，从开会到居民填报信息，一室多用，排期基本
都是满的。”与当年还不丰盈的物质条件相伴生的是，
市北人对文化方面的渴求也还未真正激活。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改革开放的

一声春雷响彻大地，像张莉一样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开
始奔忙在文化的大舞台上，点燃越来越多市北人的逐
梦之路。
时光流转，转瞬到了21世纪。随着办公条件的改

善，市北区各街道和各社区陆续有了专门的文化活动中
心。到2017年底，市北区共有22处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137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与此同时，从综合活动室，到舞
蹈室，再到非遗展厅，文化活动中心的功能也越来越齐
全，成为备受居民青睐的打卡地。

家门口飘来书香
“文艺咖”点赞好去处

文化市北，百花齐放。2008年，当张莉开
始忙着筹建街道的文化队伍时，浮山新区街
道文化站的站长陈立华也开始了她的文化征
程。“如果有一束光能照亮你的生活，那么读
书吧。”陈立华首先着手的事，便是打造街道
的图书馆。2009年，浮山新区街道图书馆正
式开馆，成为当时首个可与青岛市图书馆通
借通还的图书馆。当家门口飘来4600册图书
的书香，这让当时浮山后的居民们欣喜不已。
“现在馆里的藏书已经达到1 . 3万册。另外，6
个社区也建立了图书室，每个图书室有书籍
3000余册，可以满足大部分居民的阅读需
求。”截至目前，市北区137个社区均已配建
图书室。
书香收获居民点赞的同时，市北的“文艺

咖”们也找到了好去处。就在家门口的社区活
动室,64岁的王爱玲惊喜地发现,原来这里
还聘请了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授课。“每周都有
课,咱这儿请的老师专业,从基础乐理知识,
到唱腔用嗓,讲得非常全面。”在公益课堂专
业老师的指点下,她一点一滴地累积着声乐
知识。与王爱玲收获的惊喜一样,今年在市北
的各社区,不少居民都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
课程。
2017年，市北区启动“文化直通车”，直

接“开”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们乐享文化大
餐。同年5月，市北区又推出的文化惠民新模
式——— 一卡连万户的“文馨卡”。

千支队伍竞绽放
“草根”登上大舞台

能登上青岛大剧院的舞台献唱,这让王爱
玲激动不已。“就在不久前,我们海伦路街道声
乐队58人代表咱市北区为改革颂献唱。”作为
业余爱好者,在市北，类似王爱玲的“草根”达
人还有更多。
你方唱罢我又登台。从新春第一节“萝

卜·元宵·糖球会”到“舞动春天”,从“群众文
化艺术节”到“文化大比武”，在市北区亮出的
四大品牌主题活动中，居民成为当仁不让的
主角。
专业的乐器、华美的演出服,作为街道和

社区精心培育的文化队伍,海伦路街道声乐
队的培树只是市北众多文化队伍的一个缩
影,辽源路街道的旗袍队、洛阳路街道的闫家
山地秧歌队、青海路社区的合唱队……在市
北区,各种文艺团队有上千支,其中骨干团队
有700余支。浮山新区街道威风锣鼓队便是
其中的一支。
浮山后大鼓始于上世纪20年代。然而，

浮山后的鼓音虽仍言犹在耳，但由于种种原
因一段时间内却搁置了。“我退休后总觉得这
个传统丢了挺可惜的。”62岁的队长王云英
告诉记者，她拉上了第四代传人王修革，在街
道的支持下，开始重新焕发浮山后大鼓的活
力。从大鼓、秧歌，发展到高跷、吕剧，在她的推
动下，这个土生土长的队伍走出浮山后，走到
青岛市的大舞台，用激昂的鼓音奏响了新时代
的铿锵足音。

在文化大比武的舞台上，社区“明星”成为主角。 崔冬妮 摄

书画展览引来居
民围观。 市北区第二
文化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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