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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六安，创意满满的文创产品、书香弥漫
的阅读空间、精彩纷呈的剧场演出，为市民和游客
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

近年来，六安以“改革创新”为驱动，以“文
化惠民”为核心，让改革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
可感可知的文化获得感。

探索活化利用 激发城市“活力”

六安，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如何让这些沉睡
的文物“活”起来，市文旅局在文物文创活化利用
方面下足功夫。通过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
内涵，开发出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的文
创产品。

围绕历史文化脉络，建设文物文创元素数据
库，完成200件文物样饰提取，加快獬豸系列等“六
安游礼”文创产品研发。举办首届文创产品设计大
赛，开启文创产品设计的新篇章，标志着六安文创
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大赛以“传承六安文脉，
创遇皋城未来”为主题，通过广泛征集和精心评
选，挖掘出了一批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设计的
文创产品，为六安文创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日前，已经推出“文物焕新”文创系列产品，
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该文创产品以
皖西博物馆馆藏文物为灵感内核，融合现代设计美
学，打造了云篆礼盒、“显眼包”家族帆布包、古铜家族铜
镜等创新产品。定制钢笔将夔龙纹、云雷纹解构重组，笔尖
流淌的墨迹仿佛穿越千年时空；春秋鸟纹铜盉翘尾而立，灵
动之态尽显文化新生；青云镜化用“千秋万春”铭龙纹镜，

祈愿青云直上；商兽面纹铜尊、春秋鸟纹铜盉、春秋“子
汤”铭铜盖鼎、春秋蟠螭纹铜盏、战国六山纹铜镜化身“文
物明信片”，每张明信片均附二维码链接文物背后的故事。
江苏游客李先生参观后，购买了一套云篆礼盒文创产品，他
说，“这些文创产品设计很新颖，把六安的历史文化巧妙地
融入其中。带回去既能留作纪念，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六安的
文化魅力。”

运营创新实践 增强文化“引力”

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中，市图书馆创新采用委
托第三方运营服务的模式，成为全国首家采用全馆型委托运
营服务模式的市级公共图书馆，开创了公共文化服务管办分
离、社会化运营的新模式。

“六安市图书馆通过‘建设与运营一体化’模式，不仅
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还降低了运营成本，实现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客流688 . 5万
人次，办理读者证16 . 6万张，文献借还流通达969万册次。
先后荣获长三角‘最美书香之旅作品奖’、安徽省最美公共

图书馆、‘十佳夜读空间’
等称号。”市图书馆运营中
心主任程倩介绍说。

这种创新运营服务模
式成效显著。近年来，市图
书馆不断推出免押金办证、
“你选书我买单”、线上借阅
物流到家、手机扫码借等系列便
民举措，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借阅图
书。以公益讲座、诵读经典、读书沙龙
等多元化、特色化、常态化阅读推广形式，
创新打造“皋城公开课”名家讲座、大别山红色阅读马
拉松等12个阅读推广活动品牌。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今年
3月23日，茅盾文学奖得主——— 乔叶走进市图书馆，与读者
们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生活与爱的深度交流。“感谢六安
市举办这样的讲座活动，让我近距离聆听茅奖作家的分享，
感觉自己收获很多。我要向乔老师学习，去发现生活中的闪
光点。”读者徐娟表示。

截至目前，市图书馆已举办主题阅读活动4500
余场，辐射94万人次，让更多人感受阅读之美、书
香之美和文化之美。如今，市图书馆日客流最高可
达1 .3万人次，成为六安市民的文化打卡新地标。

活化剧场空间 领略艺术“魅力”

“因为一座剧院，爱上一座城”。
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市文化馆打

造“红剧场”，用艺术之光点亮市民文化生活。通
过引进精品剧目、公益服务、院团帮扶等举措，全
力打造六安“城市文化会客厅”，探索“剧场+文
旅”融合发展路径。

截至目前，六安红剧场举办各类活动200场，观
演人数超8 . 5万人次，网络总曝光量突破700万，观
剧成为六安市民文化生活新常态。

从红色精品剧目《红船》，到古韵佳作《水月
洛神》；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民族交响诗《大运
河》，到中国评剧院《祥子与虎妞》；从斯洛伐克
国家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到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芭

蕾舞团《天鹅湖》；从亲子神话儿童剧《西
游记之大闹天宫》，到沉浸式亲子

互动秀《冰雪女王之艾莎的雪
域幻境》，丰富多样的剧

目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文
化需求。同时，融入
长三角剧场联盟，链
上合六同城化，引
入开心麻花《夏洛
特烦恼》《婿事待
发》、慈溪瓯乐团
《听·瓷》等优秀剧

目，让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欣赏到高品质的文化盛

宴。
同时，市文化馆积极支持皖

西演艺传媒有限公司、金安黄梅戏演艺
有限公司两家本地院团实现商业化演出。《金刚台姐妹花》

《六尺巷》《庐剧演唱音乐会》等精品剧目成功开启市场化运
营，线上线下吸引观众达10万人次，为六安庐剧、黄梅戏等国
家级非遗文化注入新生机。

下一步，六安文旅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和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进一步激发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培育新型文化业
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丰富全域全季
全龄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力争将六安市打造成全国知名红绿
交融文旅康养基地、长三角高品质休闲度假康养目的地，成
为合肥市、上海市最美“后花园”。

开开心心麻麻花花爆爆笑笑喜喜剧剧《《婿婿事事待待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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