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一场与文艺相约的沙龙，观看一个赏心悦目的展览，欣赏一段婀娜多姿
的舞蹈，品味一支曲调悠扬的旋律，学习一项梦寐以求的才艺……遍布城乡的
各级文化馆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是服务广大群众的重要公
共文化机构，更是中老年居民开展文艺活动、丰富精神生活的“乐园”。接地
气、受欢迎，文化馆用什么实现与老年朋友的精神共鸣？又有什么样的老人喜
欢去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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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文化馆里找乐子
越来越多老年人喜欢退休后去文化馆“打卡”学习 免费开放服务为百姓生活“提鲜”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市北区文化馆供图

退休20年乐于到文化馆
“舞”力全开

“每周两次来学形体、舞蹈，有时还
经常来听听老朋友的京剧、合唱排练，或
者周末来看看书画展。”今年67岁的市
民孙学军是市北区文化馆不折不扣的

“粉丝”，从47岁退休，整整20年间来文
化馆“打卡”学习，是她最开心的事。如
今市北区文化馆人气十足，有舞蹈团、歌
唱团、戏剧社、京剧队、民乐团、歌剧队等
10支队伍，近500人参加团队活动。

踏叶寻秋，闻声识曲。近日记者来
到市北区文化馆，刚刚走上楼梯，就听到
一首轻快的舞曲从楼上传了下来，追随
着飘动的音符，记者加快了脚步，来到了
文化馆的舞蹈房中。在这里，30余位统
一服装的舞者伴随着曼妙的音乐，踏着
轻快的舞步，伸展着腰肢，沉浸其中。原
来，这些统一服装的舞者就是成立于
2010 年的市北区文化馆弘文舞蹈团队
员们，孙学军是这支队伍的队长。舞步
轻盈、身段婀娜，伴随着舞曲的节奏，展
现出舞者的风采；活跃在舞台上，沉浸在
舞蹈中，队员们虽平均年龄已达55岁，
却如同青年般青春靓丽。

“我从年轻时就喜欢跳舞，以前没有
时间也没有机会，20 年前刚退休时，听
朋友说起文化馆里教舞教得特别好，就
怀着向往之情加入了其中，没想到这一
坚持就是20年。”孙学军告诉记者，因为
常年跳舞，她和队员们不仅看起来比同
龄人年轻几岁，更显得气质优雅，心态积
极向上。“文化馆就是我们的美育学校，
让我们这群退休了的姐妹一点都不觉得
自己老，反而越跳越年轻、越聚越开心！”
孙学军开心地说道。

弘文舞蹈团的指导老师介绍，“居民
们对舞蹈的需求特别大，为了帮助社区
和居民提高舞蹈水平，2010年就在原先
舞蹈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现在的弘文舞蹈

团。”随着水平越来越高，队员们的能力
也日益增强，舞蹈团的“门槛”也提了起
来，在选拔队员纳新时增添了面试考核
等环节，吸引了大批优秀的舞蹈爱好者

“加盟”，大家身处其中，其乐融融，不仅
保证了专业性和高水准，更成为队员们
倍加珍惜的荣誉。

搭建高水准专业平台
实现老有所爱

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对于非专业出身的弘文舞蹈团队员们来
说，想要出彩，就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
力。“文化馆的舞蹈老师都是专业的，水
平非常高，我们跟着优秀老师学习特别
满足，所以更要努力。”孙学军说道，每周
来排练的时间是上午9点，但队员们都
不约而同8点半就会到齐，复习上节课
的内容、做好这节课的准备工作，在日常
的训练中，队员们还有录视频的好习惯，
把老师的标准舞姿动作录下来，回家后
继续仔细研究，弥补不足。

“课堂上认真练习，课后也可以在家
中点开视频研究，录制好自己的形体动
作和舞蹈视频发到群里‘交作业’，姐妹
们学习气氛浓厚、相互带动，我们学得格
外起劲。”孙学军说。正是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的积累和苦练，虽然队员们年龄都
是五六十岁，但大多数队员都可以很轻
松地做到很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的“一
字马”。

“2020 年我退休后，通过考试进入
了弘文舞蹈团，当时20多人报名，最后
只录取了5个，可见竞争还挺激烈呢。”
57岁的蔡方楠笑称自己还是个“新人”，
因为退休前在老年大学学过一段时间
舞蹈，所以得以通过招考顺利进入梦
寐以求的文化馆舞蹈团，团队的高水
准更不断激励她，“我刚加入队伍时，因
为基础弱，基本功和舞蹈水平距离老队
员们还有差距，所以更要下功夫刻苦练

习。现在每周除了来文化馆上两次课，
我还在老年大学报了古典舞和形体两
门课程，为的也是提升自己的舞蹈水
平，不给团队丢脸。”蔡方楠的进步大家
有目共睹，曾经的舞蹈“小白”如今已完
美蜕变，成为一个成就感满满的舞者。

“幸运的是刚加入团队不久，就在
2021 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跟随弘文舞
蹈团参加了多次省、市、区举办的各种演
出及比赛，还记得2021年国庆节前，我们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演出达20多场。”蔡方
楠兴奋地回忆。2022年在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的“舞出中国红一城一舞”广
场舞征集活动中，舞蹈《那年花开》被选中
作为青岛市代表参加山东省广场舞展演
荣获优秀展演奖；每年舞蹈团还有很多公
益性比赛和演出活动，有专场汇报演出，
建团以来累计演出上百场。“我们特别骄
傲，现在舞蹈团已经成为区、市里演出的
主力军，更实现了我们老有所学、老有所
爱、老有所为的愿望。”孙学军说道。

免费开放服务
为百姓幸福生活“提鲜”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决定着一座城市
的文化品质、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市北
区文化馆常年开展免费开放服务，拥有弘
文艺术展厅、非遗展厅、多功能厅、可容纳
450人的市北剧场，另有合唱、舞蹈、器乐、
书画、文学等专业教室，既承担群众文化
艺术节等大型文化活动，也打造了弘文艺
术展厅书画展览、非遗展厅等免费开放的
平台，有“午间60分·文化初体验”“HOT
音乐微演艺”“遇见大师”公开课、百姓艺
术课堂等多个品牌活动。

“老年人就要自己找乐子，旅游、运
动、文艺活动，都是我们现在生活离不开
的部分，来文化馆排练，不光是发挥余
热，感受生活的乐趣，也能交到很多朋
友。”“退休后，有段时间变得很不自律，
也没有时间观念、不爱打扮、不想社交

了，正是来文化馆学习、演出，才让我一下
子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原来我来排练合
唱，不只是愉悦身心和打发时间，还能为
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采访中，不少喜
欢来文化馆活动的退休市民袒露心声。
吸引大家来文化馆开展文艺活动的，除了
场馆有较好的硬件设施，还有“软实力”。

“退休后再次加入到集体中，我们队
伍有很强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不管是
参加公益活动还是大型比赛，队员们都坚
持克服家里的各种情况，提前到场，从不
迟到。”在孙学军印象里，每次上场前，队
员们伸出手来一起同声高喊“加油”的齐
心协力，最让她感动。而她作为队长，也
经常自制一些别出心裁的小道具来“装
扮”队友，比如别具特色的头饰，使队伍更
瞩目。“在日常的训练中，大家也会互相请
教，老队员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新队员
对不懂的地方就虚心接受指导；有队员受
伤或者身体不舒服，从文化馆的老师到队
员姐妹们，大家都会主动关心问候，尽自
己的一份力。”蔡方楠也感受到满满的关
爱和凝聚力，直言“加入就对了，很值！”

公益性、开放性、现代性、便利性是公
共文化空间的追求。文化馆免费开放，为
中老年人丰富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空间，退休群体通过参与文艺活动，与
活动中的他人相互作用，相互沟通，进而
结为同伴，何来空虚寂寞？正像弘文舞蹈
团的队员们所言，不仅希望继续学习更多
的优秀作品，走上更大的舞台，也希望越
来越多的舞蹈爱好者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老年人快乐了，文化馆繁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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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馆舞蹈团演出受欢迎。 老年人在文化馆参与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