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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区促进旅游与文化、休
闲、农业、生态等产业深度融合，形
成了文旅产品与多业态产品齐头
并进的发展格局。”金凤区文化旅
游体育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以

辖区六大商圈为核心，重点打造现代高
质量旅游服务综合体，使数字经济、文
化旅游和品质生活等产业体系优势互
补，推动城市发展，促进产城融合。依
托首店、老品牌、免税店等购物街区，打
造中北部城市休闲片区全业态品牌矩
阵，促进文化旅游、跨界集合、体验商业
等相互融合，创新丰富“夜游金凤”产
品，推动金凤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发展和商旅融合新地标建设。

金凤区将强化公共文化阵地打造
和新型文化空间培育挖掘，深挖公共文
化场所文化内涵，拓宽体验功能，持续
强化文旅融合发展。依托文化产业园
区、华夏非遗文创小镇、阅彩城、凤凰幻城、银川剧
院等培育发展演艺娱乐、文创设计等文化产业，支
持企业开展网络直播、短视频创作、微电影拍摄等
活动，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消费。促进跨界融
合，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深化文化馆、博物馆、图书
馆数字化提升工程，利用新技术创新文化体验，改
造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壮大新型文旅消费形态。

提升服务品质，强化金凤悦书房旅游服务功
能，使“金凤悦书房”成为极具魅力的城市会客厅和
网红打卡地，增强其文化吸引力和传播力，彰显城
市核心区的人文魅力。吴广仁是宝湖公园金凤悦
书房的拥趸，带上一杯茶，打开一本小说或散文集，
他在家附近的这座书房一泡就是半天。“书房古色古
香，又在公园这么美的地方，里面都是看书学习的人，
氛围特别好。”吴广仁一语道出自己常来这里的原因。

以文化人，重在润物无声。无论是家门口的悦
书房、社区食堂、“金凤悦邻里”，还是文旅融合的创
新，都彰显着金凤区以文化人、久久为功的追求。
独特的文化韵味，滋润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世
界，凝聚起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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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满城北街街道红色皮影馆体验皮影制作。

贺兰山中路街道阅海万家 F2区万家社区食堂吸
引众多就餐者。

金凤区：构筑城市新空间“悦”享高品质生活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焦小飞

生态环境优美、数字经济集聚、新型服
务业领先、文体事业繁荣……在银川市金
凤区，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自己
的生活乐趣。金凤区热情澎湃、开放包
容，正铆足劲在城市经济、品质生活、创新
治理上示范引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
市，构筑高品质生活新空间。

金凤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突出抓好城市品质提升，着力深化
城乡融合，面向群众需要，聚焦“一老一
小”，加大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力度，
一大批养老、托幼、文化、休闲设施建在小区
边，悦书房、社区食堂（悦厨房）、“金凤悦邻
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普惠便
捷的公共服务，也让城市的关怀触手可及。

古色古香的建筑、现代简约的陈列风
格、涉及全领域图书的金凤悦书房，是“书
香金凤”的典范。它实现了阅读、学习、休
闲等多功能、个性化服务体验的融合，迎合
了当下不同年龄段群众对阅读的需求，有效
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延伸，让群众享
受公共文化建设成果。

金凤区第二十四小学悦书房打造金
凤区首家“公共文化会客厅”，推出“公共
文化服务直播间”平台，围绕“书香金凤”
品牌，延展文化空间，荟萃城市书房、非遗

展示、手作空间、读书联盟、文化驿站、花艺互动、茶艺
文化等内容，开展“我们的节日”等一系列文化艺术活
动，吸引周边不同年龄段居民参与，“悦”在其中。

结合辖区人口实际情况，金凤区对原有的 43家城
市“老饭桌”及各镇、街道老年人助餐需求进行全面摸
底，科学布局辖区社区食堂。截至目前，新建、改造社
区食堂 27个，全部采取“公益+低偿+市场”的市场化
运营模式，为居民提供就餐服务。同时，选取食堂面
积较大、供餐能力较强的长城花园、清水湾等社区食
堂，“以大带小”为不具备开办社区食堂的小区助餐点
配餐，实现老年人助餐服务扩面提质。

社区，是城市中最活跃的细胞，也是民族团结、百姓
安居的重要场所。金凤区锚定社区服务品牌化、体系化、
规范化、生活化、人文化“五化”目标，打造“邻”聚社区、悦
享幸福的“金凤悦邻里”品牌，实现“15分钟便民生活服
务圈”，传递向上、向善、向美的社区精神，让社区更有暖
意、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居民更有幸福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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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悦书房：书香四溢 文化新地标

走进金凤悦书房，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温馨的空
间、舒适的桌椅、整齐的书架，营造出理想的阅读环境。
这里总是坐满热爱阅读的人，学生在认真写作业、查阅
资料；上班族到这里放松身心，沉浸在知识的海洋；老年
人在这里品味经典，回忆往昔……悦书房成为不同年龄
段人群共同的精神家园。

建设悦书房，是金凤区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满足居
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举措。悦书房拥有丰富的图书
资源，涵盖文学、历史、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这里，
不仅可以免费阅读书籍，还可通过自助借还书机，完成
自助借书、还书和续借等操作。悦书房还加强数字阅
读、移动阅读和网络阅读平台建设，统筹实现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实现由纸本
阅读向线上阅读、数字阅读等多层次、立体化的阅读方
式转变。

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悦书房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读书分享会、作家讲座、亲子阅读、社会公共实
践等活动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在悦书房的带动下，金凤
区的阅读氛围日益浓厚，建立起以金凤区图书馆为龙
头，街道图书馆分馆、金凤悦书房为枢纽，图书流通点、
农家书屋为基础，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三级
公共阅读推广体系，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精准化、
便利化，让群众享受公共文化建设成果。

如果说悦书房的文化服务模式是“政府+文化场
馆”，那么嘉麓书院等新型文化空间，则把文化服务模式
转变为“空间+多元主体”，让演出、展览、讲座等实现“哪
里有地方，就办在哪里”。踏入嘉麓书院大门，仿佛来到
一个宁静古朴的世界，典雅的中式门楼，院内竹影摇曳，
青石板铺就的小路蜿蜒曲折，屋内木质家装和精美的书
画作品，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宁静的气息，让人们
沉下心来，沉浸在书本和艺术的世界。这些新型公共文
化空间，运用多种形式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
研究、展示、体验活动，满足群众的个性化文化需求，推
动艺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区食堂：暖胃暖心 民生新福祉

干净整洁的环境、美味可口的饭菜、实惠的价格，社
区食堂已经成为居民的“心头好”。10月 23日中午，走
进位于贺兰山中路街道阅海万家 F2区东门的万家社
区食堂，只见人头攒动，等待取餐的人排起长队。这
里能同时容纳 200余人就餐，是金凤区规模最大的社
区食堂。

近年来，金凤区采取“场地换服务”及闲置资源盘
活、政企合作等措施，争取各级项目资金、政府专项资

金，将社区停运或闲置的养老服务设施阵地改造成社区
食堂，同时免收房租和设备使用费，吸引社会力量多元
开办社区食堂。通过运营模式的转变、社会主体的多元
参与，目前社区食堂就餐人数较原来增长 3至 5倍，个别
社区食堂日均就餐人数达到 300至 500人次，是原来的
10倍以上。

同时，社区食堂在服务功能上实现“一日三餐、一周
菜品不重样”，并提供特色熟食、饮品出售，老年人、退役
军人等特殊群体享受菜品 8折优惠，孤寡老人享受 5折
优惠，不但解决了老年人的就餐问题，还满足了上班族、
学生族的就餐需求。社区食堂还推出规模配送、配送入
户等个性化服务。

悦邻里：和谐社区 幸福新家园

在老年大学里学习新疆舞、非洲鼓、电子琴、合唱，
在健步走团队里走秀，时不时还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文
艺活动……黄河东路街道通福家园社区 58岁的郭广萍
没想到自己的业余生活会如此多彩。

通福家园社区以“金凤悦邻里”品牌为载体，创建了
邻里中心新型社区服务模式，去年被评为全国“全年龄
和谐友好”完整社区。邻里中心可以说是社区的文化交
流和活动中心，引入商业、公益、社会组织、个人四类群
体，以“公益+低偿”“公益+市场”方式开展运营，以资源
换服务、以服务促治理、以服务换服务，推动社区服务高
质量、高品质、高效能同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金凤区残联借助通福家园社区创建
完整社区的契机，将残疾人之家嵌入社区服务中心，依
托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建设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残疾人
综合服务平台和工作平台，已为 20多名语言或肢体发
育迟缓的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金凤区聚焦居民需求，全面统筹资源，构建共建、
共管、共享、共治的社区管理服务长效机制。结合城市
更新、市域治理现代化等重点工作，以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为主体、专项服务设施为配套、服务网点为补充，优化
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布局。建成 10个集社区公共服务、
养老托幼服务、文体教育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等功
能于一体的“金凤悦邻里”。

“金凤悦邻里”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文艺演
出、体育比赛、手工制作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
业余生活，还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悦邻里”
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管理，通过成立居民议事会、志愿者
队伍等方式，让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增强
主人翁意识。

在“悦邻里”的带动下，社区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各
族群众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在社区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

“悦”享金凤引领高品质生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也是一座城市的根脉。金凤
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
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具有
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

彰显金凤区奋发有为的现代化新风貌。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是居民

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评测标准，也是打
造高品质生活之城的基础。宁夏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张万静表示，文化建设与城市
发展关系密切，两者相互影响、相辅相
成。城市建设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还
涵盖了文化设施的完善、文化遗产的保护
以及文化氛围的营造等方面。良好的文
化建设能够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吸引更
多投资和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可在四个方面
发力：完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
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不仅能丰富
市民文化生活，还能提高城市吸引力，
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保护文化遗产，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
遗产，保护好这些遗产，既能传承历史
文脉，也能增强市民的文化自信，还能
促进旅游业发展；营造文化氛围，通过
举办各种文化节庆活动、艺术展览等，
活跃城市文化氛围，增进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与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培育创新文化，鼓励
和支持创意产业发展，如设计、广告、动漫、游戏等，
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文
化
建
设
与
城
市
发
展
相
得
益
彰

金凤悦书房。

长城中路街道七子连湖社区早教班。

第六届中国·银川黄河合唱节暨金凤区群众合唱系列活动开幕。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韩胜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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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区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金凤区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焦小飞焦小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