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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预约参观团体超过50场次，平均每月接待超过3000人次。 (三)推进非遗跨界融合

大力推动非遗跨界融合发展，拓展非遗项目现代化发展空间。一是举办第二届非

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大赛，吸引了东莞市国贸中心、莞 信手礼、腾讯网东莞等社会力量支

持，大 赛通过线上征集主题为“城市礼品”的非遗创意作品348件(套),最终评选出

68件获奖作品(金奖1件、银奖9件、铜奖11件，优秀奖20件、入围奖27件),赋予东莞

非遗新的生命力。 二是开展非遗原创服装设计作品镇街巡演，让非遗转化的精品成果

走近百姓，让非遗转化的精品成果走近百姓。三是推动“东莞非遗墟市”进驻国贸

城，在国贸城“莞邑故事”主题文化街区设立了 “东莞非遗墟市”,水乡经典腊肠“矮

仔祥”、传承千年“庾家粽” 、东莞小吃、谢岗荔枝柴烧鹅等非遗项目，东莞非遗墟市

项目得到整体提档升级。此外，国贸城“东莞非遗墟市”还配置了东莞非遗文创产品孵

化中心和非遗广场， 未来将有多种形式的非遗活动在此举办，推进东莞非遗的宣传推广

和传承。

国家级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省级以上非遗

代表性项目

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

市级市级以上非遗

代表性项目 120 代表性传承人

◆2018年非遗保护名录 简报

(二)打响东莞非遗品牌

五、深化内部运作管理，凝聚激活长远发展力量巩固深化东莞非遗活动品牌，提 升东莞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是“非遗进校

园” 活动提质增量，推出了5大板块活动：非遗走进校园活动、学生走进非遗实践基

地、“我是小小传承人” 系列活动、非遗进校园示范性项目评选、非遗课程研发等； 并

与东莞市中小学体育艺术联合会、东莞银行、东莞康辉旅行社、东莞阳光网等社会企业

单位合作，全年举办63场“非遗进校园” ,总数量是2017年的3倍。 二是“非遗墟市”

项目提档升级，开通线上非遗墟市，引入文创产品进驻，开发 “新” 形式的专场墟市，

如片区专场、城际专场、节庆特色专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非遗墟市专场等；与市内旅

游团队打造非遗旅游新专线，促进了非遗墟市的影响力； 组织“东莞非遗墟市” 走出东

莞，参加了中央广播大赛总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广

东) 国 际传播论坛” 活动，以及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 “东莞非遗墟

市” 全年共举办了70余场。三是策划推出了“莞香节” “腊味节”,大力宣传和推广东

莞莞香文化、腊味文化。在农历小雪之日，举办莞香采香日文化活动暨莞香文化博物馆

开馆仪式，不断擦亮“莞香文化” 品牌。举办东莞市第二届腊味节，吸引了众多社会力

量参与，18个腊味品牌齐聚东莞非遗墟市展销，并开展了“秋风莞味”东莞腊味影像

展、腊味文化与红酒文化对话等活动。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要

求，推动市文化馆党支部党建工作深入开展。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精心组织

召开党员大会，定期组织党员上党课。积极完成市直机关党员“大学习”微教育的任

务，组织党员在网上进行考学、知识测试，组织全馆党员干部观看了纪录片《厉害了，

我的国》 、电影《钱学森》以 及中共党史教育电影《大会师》 ,组织集中收看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纪念大会，提高了全体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 贯彻落实主题党日制度，组织

全体党员参观“信念永恒——凝聚奋进力量” 东莞党建主题展、开展了党员干部纪律教

育月活动、参加《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主题讲座、参观了“东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型图片展览”等，进一步丰富了主题党日形式和内容。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文艺活动，

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举办“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东纵薪火”清明节系列活

动，承办并参加了“心中有党”——市文广新局直属机关党委庆“七一” 学 习教育活

动，在东莞市文化馆“文化莞家”平台发起“心中有党” 党员群众朗读红色经典活动，

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岗敬业、报效党和国家的精神风貌

(一)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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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活动。 其中，东莞民族乐团参加由广东省文化厅、黑龙江省文化厅主办的 “春雨工

程” ——广东省文化志愿者龙江行暨粤龙文化交流活动，演奏的民乐合奏《粤韵飞扬》

作为此行唯一一个被选上的地级市节目，在哈尔滨、黑河、漠河连演三场，受到领导和

观众的一致好评。东莞舞蹈团喜获广东省舞蹈最高赛事之一——岭南舞蹈花会金奖大满

贯，将表演金奖、最佳作曲奖、创作金奖、作品金奖四个奖项全部收入囊中。三是引导

文化志愿者队伍发展。做好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管理和培训，创新“文化志愿者大舞

台”活动形式，成立东莞市文化志愿者演艺联盟，引 导和扶持文化志愿者团队参与演

出，目前吸引了超过100个团队进驻，代表着东莞市文化志愿服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目前，东莞市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及团体有366个，其中各镇(街)服务队33个，

市各场馆服务队9个， 登记在册文化志愿者约3.7万人， 服务项目超过1万个。 四 是增强

文化馆团队凝聚力。 举办东莞市文化馆2018年工作推进会，开展员工篮球、羽毛球、乒

乓球等俱乐部活动，每月举办一次员工生日会，每月组织一次退休干部职工活动等。

01 02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0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 制度

贯彻落实主题党日制度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四步走”

3 04 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文艺活动

(二) 严明规章制度

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重点做好了单位公务用车改革、人员出勤管理、公共办公空

间改造、场馆安全管理等工作，严明并落实相关制度。开展公车改革，印发了《东莞市

文化馆车改后公务用车出行保障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务用车管理，妥善安置公务车司

勤人员，顺利完成了公务用车改革任务。加强工作人员出勤管理，严格执行请休假制

度， 组织人员到 各部门开展出勤情况抽查，强化了员工的纪律意识。 开展办公用房整

改，根据上级部门的部署，对办公用房进行清理整改，利用公共空间改造成两个多功能

会议室，提升办公空间使用效能。完善和落实场馆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应

急事件处理制度，抓好场馆安全管理。4月中旬，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安全检查月

行动，对场馆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并将安全巡查制度化，每月定期组织开展，及时

发现问题并督促物业进行整改。此外，星剧场共完成了12次维修检修，完成了主楼及外

围场馆监控点的增设、星剧场1号门升级改造、非遗墟市供电系统改造，进一步完善场

地消防设施设备，及时更新和添置消防器材。

(三) 加强人才队伍培育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培育体系，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培育覆盖面，强化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业余文艺团队、社 会文艺团队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底气。一是加强基层群文业务人才培育。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推出了镇街文广中心

主任高级研修班、舞蹈编导高级研修班、文 化活动主持高级研修班、材料撰写高级研修

班，覆盖文广中心主任及骨干、文化馆分馆负责人及骨干、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人

员等。 二是加强馆办业余文艺团队建设。在原有东莞合唱团、东莞民族乐团、东 莞舞

蹈团的基础上，新组建东莞市文化馆室内乐团、东莞古筝乐团、东莞戏剧曲艺团等，丰

富馆办团队的类型， 充实馆办业余文艺团队的力量。定期开展培训，组织团队参加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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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B1FA281C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东莞升格为地级市的30周年，也是东莞市文化馆成立65周年。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宗旨，在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正确领导下，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坚持“开门办馆、多元办馆”的发展原则，围绕数字化、均等化、社会化、品牌化、精品化的发展思路，进一步优化平台、整合资源、创新服务，现代型文化馆的作用和影响力大大增强。一、完善平台建设，建立东莞文化服务中枢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着力发挥平台功能作用，以东莞市民艺术中心为主阵地，大力推进基层服务阵地建设，扩大线上服务平台辐射面，搭建供需对接大平台，通过多元平台汇聚整合全市乃至珠三角区域优质资源力量，提升东莞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一）升级市民艺术中心功能规划2018年是东莞市民艺术中心启用第三年，东莞市文化馆强化场馆功能规划和运营管理。在功能规划上，改造建成了“会合点”当代艺术空间，4月22日首展引入了东莞本土著名当代艺术家李景湖的《久别重逢——李景湖个展》，吸引了各界的关注；规划建设了东莞市文化馆馆史馆，在东莞市文化馆成立65周年之际梳理东莞市文化馆65年来的发展历程，展示全市群文事业发展成果；完成了非遗展览馆外楼梯灯光，场馆周边绿化、市民休闲空间、黑匣子剧场等方面的升级改造，市民艺术中心环境功能得到全面优化。在服务运营上，通过自主举办、精品采购、社会合作等方式，实现场馆“天天有展览、日日有培训、周周有演出”，2018年举办精品展览30场；星剧场演出160场次，其中重大活动43场；实验剧场举办活动105场次，318剧场举办活动67场次，功能课室举办活动约5800场次。东莞市民艺术中心成为市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二）推进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2018年4月，东莞市文广新局、东莞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了《东莞市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东莞市文化馆总分馆制的建设规划和实施步骤，因地制宜采取“平台联盟式”“业务派驻式”“管理委托式”“品牌连锁式”“共享文化馆”等多种建设模式，形成“一核多元、分类推进”的文化馆总分馆制。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继续发挥市总馆龙头作用，加快推进总分馆制建设。一是加强分馆建设管理，建立了文化馆总分馆馆长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建成分馆的管理，对总分馆制建设工作的研究；持续推进镇街分馆和社会分馆的建设，建设了道滘、塘厦、大岭山、东坑、樟木头、南城、石碣、莞城第二批8个镇（街）分馆和桥头青少年活动中心、东莞外国语学校、广东省东莞监狱、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区等4个社会分馆。二是加强总分馆体系联动，打通总分馆上下“资源共享、人员互通、服务联动、品牌共建”的渠道，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倾斜。2018年向分馆配送演出、展演50多场。此外，在市镇共建项目、文艺培训、艺术展览等各方面，总馆向分馆进行重点倾斜。三是承办2018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文化馆总分馆制的探索创新”主题论坛。这是本届文化馆年会四个主题论坛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文化馆馆长及相关人员、媒体记者等300多人参加了论坛。东莞市文化馆创新了论坛内容和形式，通过分板块展示、案例分享、专家点评、交流互动、未来展望等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宣传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东莞模式”，为全国总分馆制建设带来了新思路。本论坛得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司长、时任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文化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李宏的高度评价，“东莞模式”还被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国新誉为近两年来国内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标志性进展。四是开展东莞市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课题研究，课题在全国70项课题结项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2017—2018年度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课题优秀等次，在全国10个优秀项目中排名第二。（三）拓展“文化莞家”数字服务平台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继续巩固强化数字文化馆建设，提升文化馆现代化服务水平和效能。一是扩容升级“文化莞家”数字服务平台。根据市文广新局的统一部署，“文化莞家”一站式平台及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扩容升级，全面涵盖了市文广新系统各直属单位和全市33个园区、镇（街道）文化单位的内容，提前实现了东莞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全市总分馆全覆盖，“文化莞家”成为一站式东莞市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二是充实丰富数字文化资源库。完成了文化部共享工程地方资源建设慕课项目——粤剧、书法等慕课课程的制作。三是开发启用走进艺术云课堂平台。尝试探索“线上学习+线下补充教学”混合教学模式，进一步开拓“互联网+文艺培训”方式。目前云课堂已推出了少儿粤剧、书法密码、东莞新编广场舞、少儿流行音乐唱法、带你走进水彩画等5个慕课。全年“文化莞家”平台页面浏览量315.8万次，独立访客数47万；推出活动1222场，预订票数3.1万张；推出培训418场，群众报名学位9214个。微信公众号共推送文章1000条，阅读人数超139万人，阅读次数超208万次，粉丝数达37.6万人，2018年粉丝增长约667%。2018年10月19日，原广东省文化厅对我省第一批国家数字文化馆试点建设工作开展了预验收，专家组一行对东莞市数字文化馆试点建设给予了肯定。（四）创办东莞公共文化产品采购会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解决文化产品供需不对等、公共文化服务不精准等问题，策划推出了2018首届广东东莞公共文化产品采购会（简称“文采会”）。文采会由东莞市文广新局主办、东莞市文化馆承办，于2018年9月14-15日在东莞市民艺术中心举办。此次文采会是东莞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创新之举，是一个供需无缝对接的崭新平台，吸引众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双方的面对面洽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在两天展期中，203家参展单位展示了2000多种文化产品和服务，吸引了2万余人到场参加，签署合作意向书161份，涉及金额达2638.3万元。二、创新项目策划，引领提升东莞文化品质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积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形式，致力满足现代东莞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提升东莞城市品质和区域竞争力。（一）围绕重大主题，讲好东莞故事根据市文广新局部署，围绕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东莞建立地级市3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东莞市文化馆精心组织策划了多个重大主题活动，致力讲好东莞故事。一是举办大型声乐组歌《时代交响——献给产业工人之歌》音乐会及研讨会。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的部署和指导下，东莞市文化馆组织了以东莞一流人才为主的创演班底，以基层一线产业工人的故事和情感为内容，创作了系列精品歌曲，并于2018年5月8日在东莞市玉兰大剧院首演。广东省委宣传部巡视员、省文明办主任顾作义，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梁维东，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肖亚非，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棠等省市领导，中国群众文化学会音乐专业委员会主任、著名作曲家顾春雨，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郑秋枫等国家省级专家出席了音乐会，与现场近1500名产业工人、市民共同聆听这场音乐盛宴。组歌歌颂一线产业工人的故事，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辉煌历程和巨大成就，激励全市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状态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创造新作为。“文化莞家”“国家公共文化云”“南方+”等平台对音乐会进行实时直播，演出平台在线观看人数总计超过50万人次。二是协办东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图片展览。以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为背景，用生动的图片展示东莞改革开放的全景，让广大市民了解我市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在回味东莞40年巨变的同时，体味东莞人敢为天下先的激情岁月。三是策划推出“东莞作用”大型艺术展览。在2018东莞文化四季之视觉艺术季期间，东莞市文化馆在莞城街道鳒鱼洲工业遗址策划推出了《东莞作用——大型艺术展览》，充分运用历史图片、实物场景和艺术装置等艺术手段和元素，共展出超过2000件东莞制造记忆主题实物和老图片，突出展示东莞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群众生活发生的伟大变迁，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梳理东莞制造的发展脉络，完善东莞制造的历史档案，展示东莞制造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展览于2018年11月24日启动，持续三个月，接待了众多机关单位，以及国家、省、市团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参观，良好的社会影响力还在持续扩大中。（二）围绕文化素养提升，持续开展全民艺术普及积极履行文化馆的职责使命，东莞市文化馆务实创新推进全民艺术普及行动计划，开展“学、演、展、诵、谈”五大类23项文化服务项目。2018年全民艺术普及行动计划共举办精品演出337场，镇街自主演出335场；开办公益文艺培训班205个，招收学员超过5500人，为历年之最；东莞市民艺术大学堂镇街教学点共举办培训1480场次。全民艺术普及行动计划进一步调整完善，服务效能大大提升：一是实现公益艺术培训班次翻一番。公益培训投入从2017年297万元新增至380万元，培训班增至200个，实现班次翻一番；各镇（街）培训的经费补贴增加，每个镇街补贴从2万元增加至3万元，镇（街）分馆的镇（街）补贴增至4万元，镇街培训场次大大提升。二是为精品演出进镇街注入本土元素。在引进省级以上精品剧目的同时，安排约25%的场次用于采购本土优秀艺术家或艺术团中的精品项目，以推广本土优秀的剧目。2018年全年投入400万元，采购精品演出38场配送到全市各镇街，包括广东省粤剧团的《八和会馆》、广东省木偶剧院的《木偶奇遇记》、广东珠江交响乐团《音乐会》等省级精品剧目，以及本土优秀剧目东莞长安粤剧团的《浴火凤凰》、崔臻和名家工作室《音乐会》等。三是提升社会文艺团队参演水平。完善2018年城市艺术空间演出评选标准，设置了初评、复评两轮评选，按照“方案评审——指导修改——专家复评”的环节进行评审；加强演出指导、丰富艺术类型，提升业余文艺团队的演出水平。2018年城市艺术空间全年演出137场。四是强化特殊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策划举办爱心文化馆系列活动：举办“星星联盟”系列活动，引进各机构特色项目长期进驻东莞市文化馆“爱心馆”项目，包括鼓动星扬、坦途计划、星星园培训班、绘本阅读等特色培训课程，全年共计开展培训课程224期，参与星星儿约9200人次；举办东莞心目影院活动，全年共举行21期讲电影活动，参与视障人士、群众约1000人次；组织心目影院进社区8次，参与的社区群众及工作人员约400人次。（三）围绕现代文化艺术，创新策划东莞文化四季在延续青少年艺术季的基础上，创新打造2018东莞文化四季，分别是：3到5月的“音乐季”、6到8月的“青少年艺术季”、9到10月的“城市文化交流季”以及11到12月的“视觉艺术季”。全年共推出了100多场艺术演出、30场精品展览、及3个大型品牌赛事，通过线上和线下参与活动的市民达10万余人次，东莞文化四季成为了东莞市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其中，音乐季举办了包括陈小奇、高翔等名家讲座，太阳之子、东莞音乐家等主题精品音乐会和“东莞声音”歌唱大赛。青少年艺术季重点推出了“我要上时装周——‘东莞杯’2018中国少儿超模大赛”，该活动是东莞市文化馆与服装行业机构进行跨界合作的新尝试，备受市民与各界媒体的关注，100多家知名企业、培训机构、媒体等参与其中，直接参与人数3200余人，大赛期间“文化莞家”公众号粉丝增加将近20万人次，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对外文化交流季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影像联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非遗项目、东莞文化精品节目走出去、夏冰语言艺术大师班、徐瑞祺合唱指挥大师班等12项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促进大湾区文化交流。视觉艺术季以“东莞·这座城”为主题，打造了“东莞作用”——大型艺术展览等8大活动，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东莞这座城留给当下的视觉演变记忆，讲好东莞故事。（四）围绕传统文化习俗，深化打造传统文化品牌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深化“东莞文化年历”品牌打造，围绕全年30个传统节庆日，深入策划开展春节、元宵、清明、父亲节、世界地球日、五一劳动节等重大节日活动，社会反响热烈。其中，“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东纵薪火”清明节活动设计制作了网络献花平台，吸引了近10万人参与；“五一”期间，携手市总工会发动全市20多个工会联合演出，宣扬“用勤劳成就梦想，用创造续写荣光”的精神；在都市彩虹剧场举办的父亲节专题演出，引起5000多名现场观众的共鸣。丰富2018年家庭美育系列活动，推出万千风华、人生雅事、千古语音、阳光心路4个系列，包含了形象美育课程、点茶及插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技艺、民族乐器赏析、实用心理课程等内容。2018年共举办了40期活动，惠及群众3900人次。（五）围绕岁末年初时间点，精心打造“莞邑春晓”品牌在整合和创新文化馆岁末年初文化惠民活动的基础上，精心策划推出“莞邑春晓”新年系列文化活动。2019年推出16项活动，既有全新打造的文化馆日系列活动、新年诗会、草坪音乐会等，又有延续往年的新年舞会、挥春送福公益活动等。文化馆日展示新时代文化馆发展理念。文化馆日系列活动结合东莞市文化馆成立65周年系列活动进行，在冬至当天，邀请文化馆新老馆员回馆团聚，为馆史馆揭牌，共同回顾群文奋斗之路，畅谈未来发展之路；同时，策划举办10多项文化活动，吸引市民走进文化馆，了解文化馆，在文化馆过冬至。草坪新年音乐会彰显城市气质。草坪新年音乐会是东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莞邑春晓”系列文艺活动中的高规格项目之一，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面展示东莞40年来的建设成就和城市巨变，向全市人民送上一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新年礼物。活动创新形式，首创在户外草坪上举办交响音乐会，特邀了国内一流的职业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担任主要演奏团队，并从指挥、乐手到配套音响，全部进行了高规格的配置。活动吸引了2000多名市民参加，受到了领导专家和市民群众的高度点赞，音乐会盛况刷爆了“朋友圈”。三、加强群文精品推广，巩固推进东莞群文创作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着力完善东莞群文创作推广机制，在坚持以文艺赛事为主要抓手的基础上，增设巡演和培训等更具亲民性和互动性的推广手段，使优秀的群文作品融入东莞市民的生活，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一）持续举办文艺赛事活动以文艺赛事活动为抓手，持续挖掘和选拔文艺创作精品，激励全市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创作，挖掘创作人才，推动我市群文精品创作。一是成功举办了东莞市第五届合唱节。本届合唱节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直工委、市文广新局、市教育局、市总工会主办，市文化馆承办，在环节和内容设计上有所调整和创新：在组别设计上，新增群众歌咏组别比赛，鼓励爱好合唱的市民自发报名参加合唱节；在赛事机制上，增设了评委现场点评环节，提升市民对合唱艺术的欣赏水平；在媒体宣传上，设置了“最受市民喜爱合唱团”线上评选，让更多市民参与其中。本届合唱节活动持续一个多月，先后举办了合唱指挥大师专题讲座暨示范演出、合唱比赛、颁奖合唱音乐会等10项活动，有157支团队共8000余人报名参赛，20多万市民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与了活动，是报名、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合唱节。二是成功举办了东莞市第二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本届花会共收到参赛作品52件，7月17—20日进行了5场比赛，经评委评选、公证员公证、监审组监审，共评选出小粤剧《甜蜜的烦恼》、小品《劳动最光荣》、曲艺新木鱼歌说唱《公交车上》等12件金奖作品；小戏《抢救》、小品《局长来了》、相声《谁动了我的脸皮》等15件银奖作品；小粤剧《嬷麽的电话》、小品《清如梅香》、对口相声《我爱你，东莞》等25件铜奖作品；粤剧小戏《抢救》等25件创作奖作品。主办方对其中部分优秀作品进行了加工辅导和重点打磨，选拔出一批有新时代特色、有竞争力的戏剧曲艺作品，参加11月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九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并获得2金3银5铜的好成绩，在全省范围内继续保持文艺精品创作的优势。（二）创作推广东莞市新编广场舞为了进一步引导广场舞健康发展，提升东莞城市品质，东莞市文化馆策划推出了“幸福舞起来”2018年东莞新编广场舞的创作和推广项目，组织了一批东莞本土舞蹈、词曲作者历时半年多创作了6支富有莞邑风格、易学好看的新编广场舞，通过广场舞骨干集中培训、广场舞推广大使评选、“走进艺术云课堂”等途径，大力推广新编广场舞，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此外还成立了广场舞协会，发布广场舞文明公约，让广场舞跳出文明范儿，推动东莞广场舞艺术的蓬勃发展。2018年10月11日，东莞新编广场舞大串联《生活在东莞真好》作为东莞代表作品参加了“舞动南粤”全国广场舞广东省集中展演活动，并在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22支代表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唯一奖项“十佳团队”荣誉。（三）创新策划东莞文艺精品惠民巡演为让基层群众共享优秀文化成果，激励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组织了东莞市历年获得群星奖、省花会等省、国家级奖项的原创文艺精品，通过重新组织排演，形成一台全面呈现东莞文艺创作成绩的精品晚会：拥抱新时代——东莞文艺精品惠民巡演，配送到塘厦、石碣、寮步等6个镇街（站点），受到市民群众和群文创作者的热烈好评。四、开拓非遗传承方式，全面推进非遗工作现代化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继续加强各非遗项目服务管理，促进非遗保护与各行业融合发展，以各项品牌活动为平台，以互联网+数字化为手段，以考评监督为抓手，全面开启东莞非遗保护工作的现代化之路。（一）完善非遗保护机制完善非遗常态化保护工作机制，落实做好各个环节。一是积极申报非遗保护名录，2018年东莞有3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个项目入选广东省第七批非遗代表性项目。目前，全市共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120项，省级以上44项，国家级8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人（去世1人），省级传承人24人（去世4人），市级传承人55人（去世3人）。二是做好非遗项目影像资料制作保存，持续推进口述东莞非遗历史项目，全面启动6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口述史抢救性拍摄工作，为东莞非遗存留珍贵的历史资料；举办“发现东莞非遗之美”影像展，展示了非遗项目之美，为积累非遗影像资料奠定了扎实基础。三是办好非遗理论期刊《润物》，出版了《润物·非遗进校园》。四是形成较完整的培训体系，分别针对非遗专干、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市非遗专家开展“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工作培训班”“全市非遗专干与传承人培训班”“东莞市非物质文化从保护工作委员会专家培训班”等系列培训。承办了“2018年全省非遗管理人员培训提高班”，全省各地70名非遗管理人员参加，得到了省领导、各兄弟城市的一致肯定。五是完善东莞非遗展览馆运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讲解员，逢周末为市民提供免费讲解服务，全年接待预约参观团体超过50场次，平均每月接待超过3000人次。（二）打响东莞非遗品牌巩固深化东莞非遗活动品牌，提升东莞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是“非遗进校园”活动提质增量，推出了5大板块活动：非遗走进校园活动、学生走进非遗实践基地、“我是小小传承人”系列活动、非遗进校园示范性项目评选、非遗课程研发等；并与东莞市中小学体育艺术联合会、东莞银行、东莞康辉旅行社、东莞阳光网等社会企业单位合作，全年举办63场“非遗进校园”，总数量是2017年的3倍。二是“非遗墟市”项目提档升级，开通线上非遗墟市，引入文创产品进驻，开发“新”形式的专场墟市，如片区专场、城际专场、节庆特色专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非遗墟市专场等；与市内旅游团队打造非遗旅游新专线，促进了非遗墟市的影响力；组织“东莞非遗墟市”走出东莞，参加了中央广播大赛总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广东）国际传播论坛”活动，以及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东莞非遗墟市”全年共举办了70余场。三是策划推出了“莞香节”“腊味节”，大力宣传和推广东莞莞香文化、腊味文化。在农历小雪之日，举办莞香采香日文化活动暨莞香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不断擦亮“莞香文化”品牌。举办东莞市第二届腊味节，吸引了众多社会力量参与，18个腊味品牌齐聚东莞非遗墟市展销，并开展了“秋风莞味”东莞腊味影像展、腊味文化与红酒文化对话等活动。（三）推进非遗跨界融合大力推动非遗跨界融合发展，拓展非遗项目现代化发展空间。一是举办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大赛，吸引了东莞市国贸中心、莞信手礼、腾讯网东莞等社会力量支持，大赛通过线上征集主题为“城市礼品”的非遗创意作品348件（套），最终评选出68件获奖作品（金奖1件、银奖9件、铜奖11件，优秀奖20件、入围奖27件），赋予东莞非遗新的生命力。二是开展非遗原创服装设计作品镇街巡演，让非遗转化的精品成果走近百姓，让非遗转化的精品成果走近百姓。三是推动“东莞非遗墟市”进驻国贸城，在国贸城“莞邑故事”主题文化街区设立了“东莞非遗墟市”，水乡经典腊肠“矮仔祥”、传承千年“庾家粽”、东莞小吃、谢岗荔枝柴烧鹅等非遗项目，东莞非遗墟市项目得到整体提档升级。此外，国贸城“东莞非遗墟市”还配置了东莞非遗文创产品孵化中心和非遗广场，未来将有多种形式的非遗活动在此举办，推进东莞非遗的宣传推广和传承。五、深化内部运作管理，凝聚激活长远发展力量（一）落实从严治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要求，推动市文化馆党支部党建工作深入开展。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精心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定期组织党员上党课。积极完成市直机关党员“大学习”微教育的任务，组织党员在网上进行考学、知识测试，组织全馆党员干部观看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电影《钱学森》以及中共党史教育电影《大会师》，组织集中收看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提高了全体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贯彻落实主题党日制度，组织全体党员参观“信念永恒——凝聚奋进力量”东莞党建主题展、开展了党员干部纪律教育月活动、参加《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主题讲座、参观了“东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图片展览”等，进一步丰富了主题党日形式和内容。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文艺活动，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举办“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东纵薪火”清明节系列活动，承办并参加了“心中有党”——市文广新局直属机关党委庆“七一”学习教育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文化莞家”平台发起“心中有党”党员群众朗读红色经典活动，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岗敬业、报效党和国家的精神风貌。（二）严明规章制度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重点做好了单位公务用车改革、人员出勤管理、公共办公空间改造、场馆安全管理等工作，严明并落实相关制度。开展公车改革，印发了《东莞市文化馆车改后公务用车出行保障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务用车管理，妥善安置公务车司勤人员，顺利完成了公务用车改革任务。加强工作人员出勤管理，严格执行请休假制度，组织人员到各部门开展出勤情况抽查，强化了员工的纪律意识。开展办公用房整改，根据上级部门的部署，对办公用房进行清理整改，利用公共空间改造成两个多功能会议室，提升办公空间使用效能。完善和落实场馆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应急事件处理制度，抓好场馆安全管理。4月中旬，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安全检查月行动，对场馆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并将安全巡查制度化，每月定期组织开展，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物业进行整改。此外，星剧场共完成了12次维修检修，完成了主楼及外围场馆监控点的增设、星剧场1号门升级改造、非遗墟市供电系统改造，进一步完善场地消防设施设备，及时更新和添置消防器材。（三）加强人才队伍培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培育体系，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培育覆盖面，强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业余文艺团队、社会文艺团队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底气。一是加强基层群文业务人才培育。结合基层工作实际，推出了镇街文广中心主任高级研修班、舞蹈编导高级研修班、文化活动主持高级研修班、材料撰写高级研修班，覆盖文广中心主任及骨干、文化馆分馆负责人及骨干、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人员等。二是加强馆办业余文艺团队建设。在原有东莞合唱团、东莞民族乐团、东莞舞蹈团的基础上，新组建东莞市文化馆室内乐团、东莞古筝乐团、东莞戏剧曲艺团等，丰富馆办团队的类型，充实馆办业余文艺团队的力量。定期开展培训，组织团队参加国内外活动。其中，东莞民族乐团参加由广东省文化厅、黑龙江省文化厅主办的“春雨工程”——广东省文化志愿者龙江行暨粤龙文化交流活动，演奏的民乐合奏《粤韵飞扬》作为此行唯一一个被选上的地级市节目，在哈尔滨、黑河、漠河连演三场，受到领导和观众的一致好评。东莞舞蹈团喜获广东省舞蹈最高赛事之一——岭南舞蹈花会金奖大满贯，将表演金奖、最佳作曲奖、创作金奖、作品金奖四个奖项全部收入囊中。三是引导文化志愿者队伍发展。做好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管理和培训，创新“文化志愿者大舞台”活动形式，成立东莞市文化志愿者演艺联盟，引导和扶持文化志愿者团队参与演出，目前吸引了超过100个团队进驻，代表着东莞市文化志愿服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东莞市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及团体有366个，其中各镇（街）服务队33个，市各场馆服务队9个，登记在册文化志愿者约3.7万人，服务项目超过1万个。四是增强文化馆团队凝聚力。举办东莞市文化馆2018年工作推进会，开展员工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俱乐部活动，每月举办一次员工生日会，每月组织一次退休干部职工活动等。
	书签2046136F　　　　　　　　　　报
	书签88E577C9　　　　　　　　　　年
	书签C48A90AF　　　　　　　　　　二   一八年工作年报
	书签E3A1FDD9　　　　　　　　　　105
	书签F31D281B　　　　　　　　　　160
	书签BFCF3458　　　　　　　　　　43
	书签92B8FEBC　　　　　　　　　　实验剧场举办各类演出活动105场
	书签A3373431　　　　　　　　　　星剧场演出160场次其中重大活动43场
	书签29A0DDF4　　　　　　　　　　30
	书签157A75D4　　　　　　　　　　5800
	书签0F208AE7　　　　　　　　　　举办精品展览30场
	书签84099B08　　　　　　　　　　功能课教室举办活动约5800场次
	书签CA3DA854　　　　　　　　　　67
	书签BCA2AB19　　　　　　　　　　318剧场举办活动67场次
	书签7A10F232　　　　　　　　　　02

	页 7
	书签0641FC93　　　　　　　　　　04
	书签9E68ACD0　　　　　　　　　　03
	书签882D25BC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5016BF3E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293D8F33　　　　　　　　　　页面浏览量315.8万次 
	书签48E70146　　　　　　　　　　独立访客数47万 
	书签D26095FF　　　　　　　　　　推出活动1222场 
	书签2AD294AB　　　　　　　　　　预订票数3.1万张 
	书签D77BB586　　　　　　　　　　推出培训418场 
	书签208AC29F　　　　　　　　　　群众报名学位9214个 
	书签48427877　　　　　　　　　　推送文章1000条 
	书签59F18E59　　　　　　　　　　阅读人数超139万人 
	书签52116DD4　　　　　　　　　　阅读次数超208万次 
	书签534A9516　　　　　　　　　　粉丝数达37.6万人 
	书签CCBF4ED1　　　　　　　　　　2018年粉丝增长约667% 
	书签F613C616　　　　　　　　　　“文化莞家”平台 
	书签C4312998　　　　　　　　　　微信公众号

	页 8
	书签3F069BD4　　　　　　　　　　06
	书签08240169　　　　　　　　　　05
	书签EA9EA879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A2A6BCB3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D982399D　　　　　　　　　　203家参展单位展示
	书签60A15E06　　　　　　　　　　吸引2万余人到场参加
	书签ECFF4060　　　　　　　　　　签售合作意向书161份涉及金额达2638.3万元
	书签9E6D5C58　　　　　　　　　　2000多种文化产品和服务
	书签F7B1D7AE　　　　　　　　　　01
	书签8D4E5C20　　　　　　　　　　02
	书签D307F633　　　　　　　　　　03
	书签D57169E1　　　　　　　　　　04

	页 9
	书签0D3EC6CA　　　　　　　　　　08
	书签C2D6389B　　　　　　　　　　07
	书签5478D783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4D391FB2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3ED59D42　　　　　　　　　　1408场次 
	书签A5D6C936　　　　　　　　　　东莞市民艺术大学堂镇街教学点共举办培训 
	书签A742D510　　　　　　　　　　5500人\(历年之最\) 
	书签75E42F3B　　　　　　　　　　招收学员超过 
	书签4E00E040　　　　　　　　　　205个 
	书签61FBBB80　　　　　　　　　　开办公益文艺培训班 
	书签B4912783　　　　　　　　　　镇街自主演出 
	书签4093A99C　　　　　　　　　　335场 
	书签C4502AC1　　　　　　　　　　举办精品演出 
	书签005ABA8F　　　　　　　　　　337场 
	书签5B530910　　　　　　　　　　2017
	书签6962E7EB　　　　　　　　　　297万
	书签BE5F6B7E　　　　　　　　　　380万
	书签FD3E1C53　　　　　　　　　　2018
	书签1DC4E8DD　　　　　　　　　　◆ 2018年公益培训投入情况
	书签422F5797　　　　　　　　　　◆ 2018年全民艺术普及行动计划举办场次
	书签A4D12F69　　　　　　　　　　25%
	书签BA7F645C　　　　　　　　　　2017
	书签9E75AE3B　　　　　　　　　　2万
	书签F4D0F12E　　　　　　　　　　3万
	书签F48B8CBC　　　　　　　　　　2018
	书签FE9EB762　　　　　　　　　　4万
	书签2174AE5E　　　　　　　　　　◆ 2018年对各镇（街）公益培训经费补贴情况
	书签0F30C5C6　　　　　　　　　　采购本土优秀艺术家或艺术团中的精品项目
	书签E3F907D9　　　　　　　　　　◆精品剧目采购全年投入400万元，共配送38场
	书签2C595643　　　　　　　　　　75%
	书签686A6F43　　　　　　　　　　2018年城市艺术空间全年演出137场
	书签57486CD8　　　　　　　　　　137
	书签1FE2B409　　　　　　　　　　引进坦途计划、星星园培训班等特色培训课程，全年共计开展224期
	书签F72BE2F3　　　　　　　　　　参与星星儿约9200人次
	书签492D3934　　　　　　　　　　参与视障人士、群众约1000人次
	书签88231D75　　　　　　　　　　举办东莞心目影院活动，全年共举行21期讲电影活动
	书签2BB12F77　　　　　　　　　　组织心目影院进社区8次
	书签0520A5D6　　　　　　　　　　参与的社区群众及工作人员约400人次

	页 10
	书签76B20328　　　　　　　　　　10
	书签FA38EB97　　　　　　　　　　09
	书签9E023FEC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DB773EA5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D922C09B　　　　　　　　　　◆围绕全年30个传统节庆日，深化“东莞文化年历”品牌打造。
	书签BADFA182　　　　　　　　　　春节
	书签C4D13B14　　　　　　　　　　元宵
	书签F6CC1E95　　　　　　　　　　清明
	书签9E906F26　　　　　　　　　　父亲节
	书签E46CAFF7　　　　　　　　　　世界地球日
	书签69B284E4　　　　　　　　　　五一劳动节
	书签6968903A　　　　　　　　　　3到5月
	书签DA0FB206　　　　　　　　　　“音乐季”
	书签CBA1EAE9　　　　　　　　　　6到8月
	书签0C1088EC　　　　　　　　　　“青少年艺术季”
	书签83253444　　　　　　　　　　9到10月
	书签F0F906CE　　　　　　　　　　“城市文化交流季”
	书签F10E5AB2　　　　　　　　　　11到12月
	书签315BE5F4　　　　　　　　　　“视觉艺术季”
	书签1BAF530A　　　　　　　　　　全年共推出了100多场艺术演出
	书签E720B7A3　　　　　　　　　　30场精品展览
	书签7F43956E　　　　　　　　　　3个大型品牌赛事
	书签DA3C60F8　　　　　　　　　　参与活动的市民达10万余人次

	页 11
	书签392BEB02　　　　　　　　　　11
	书签7AA8A941　　　　　　　　　　12
	书签16DD4E04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537ED510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8389930B　　　　　　　　　　3
	书签39D9CDD6　　　　　　　　　　5
	书签E68D8801　　　　　　　　　　2
	书签7B9C2B26　　　　　　　　　　12
	书签6920D75F　　　　　　　　　　金奖
	书签94A87B8F　　　　　　　　　　15
	书签B21EB9EC　　　　　　　　　　银奖
	书签4BDDD4AB　　　　　　　　　　25
	书签473F4D85　　　　　　　　　　铜奖
	书签D0711474　　　　　　　　　　25
	书签B3756D52　　　　　　　　　　创作奖
	书签F8E4733E　　　　　　　　　　东莞市第二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
	书签D0A26B82　　　　　　　　　　广东省第九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

	页 12
	书签E27020E8　　　　　　　　　　13
	书签81EC6344　　　　　　　　　　14
	书签51F3FAF8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EFDB4C0F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A246DE29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书签204EA5F2　　　　　　　　　　8
	书签DA898DAD　　　　　　　　　　项   
	书签5A586A83　　　　　　　　　　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
	书签159AAC3A　　　　　　　　　　44
	书签D6BBADB1　　　　　　　　　　项   
	书签37551455　　　　　　　　　　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
	书签DD7D45F5　　　　　　　　　　120
	书签04ED4CB1　　　　　　　　　　项   
	书签4BD86462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书签572E5DEC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书签8B3D43B4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书签02C3BF99　　　　　　　　　　24
	书签4A2DA4D8　　　　　　　　　　（去世4人） 
	书签B7B321E9　　　　　　　　　　5
	书签EAD4167B　　　　　　　　　　（去世1人） 
	书签2946352B　　　　　　　　　　（去世2人） 
	书签EC706B48　　　　　　　　　　55
	书签94575142　　　　　　　　　　人
	书签B1ED354D　　　　　　　　　　人
	书签4314E6F6　　　　　　　　　　人
	书签928799A0　　　　　　　　　　◆2018年非遗保护名录简报

	页 13
	书签46A6F8D6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ED0359EF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8F08F958　　　　　　　　　　15
	书签9CC13937　　　　　　　　　　16
	书签FD57DEDC　　　　　　　　　　01
	书签E95DEFA6　　　　　　　　　　02
	书签E20B0FF2　　　　　　　　　　03
	书签2BC47518　　　　　　　　　　04
	书签1892D7FA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
	书签EC6833C4　　　　　　　　　　贯彻落实主题党日制度
	书签9102F575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书签6421B358　　　　　　　　　　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文艺活动
	书签B64DA8F4　　　　　　　　　　◆落实从严治党“四步走”

	页 14
	书签C3530EE2　　　　　　　　　　18
	书签94E90BF8　　　　　　　　　　17
	书签6B0D0551　　　　　　　　　　媒体报道情况2018年，东莞市文化馆围绕全年重点任务，落实全民艺术普及使命，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大媒体也对东莞市文化馆各项工作争相报道，特别是系列重点活动，例如东莞市文化馆总分馆制、东莞文化四季、东莞文化年历、莞邑春晓系列活动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统计，2018年全年国家、省、市各级媒体发布关于东莞市文化馆的报道约4808条。一、社会媒体报道情况（一）媒体来源国家级媒体：《中国文化报》《中国文明报》、中新社、网易等；省级媒体：《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新快报》、南方网、腾讯大粤网、金羊网、奥一网等；市级及其他媒体：《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东莞电视台、东莞阳光网、东莞时间网、东莞文明网、一时半刻等。（二）报道统计表
	书签C0C3EBF7　　　　　　　　　　附  录
	书签5BB33737　　　　　　　　　　二、自媒体建设和运营情况在微信公众号刚刚兴起之时，东莞市文化馆紧随传播媒介发展趋势，于2014年4月26日注册上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东莞市文化馆”。平台初期运营较为缓慢，近三年得到快速发展。
	书签A61BB5AF　　　　　　　　　　媒体级别	
	书签64076BB2　　　　　　　　　　国家级媒体	
	书签1827635E　　　　　　　　　　省级媒体	
	书签1FD54756　　　　　　　　　　市级媒体及其他	
	书签8275F5F6　　　　　　　　　　全年报道数量
	书签C187FF9D　　　　　　　　　　报道数量（条）	
	书签DFE23CF9　　　　　　　　　　54	
	书签AF23690C　　　　　　　　　　720	
	书签07A901A8　　　　　　　　　　951
	书签1B795B85　　　　　　　　　　4808
	书签E162962E　　　　　　　　　　注：全年报道数量包含媒体、网站、微信推送等。
	书签6AECEF56　　　　　　　　　　2018年各级媒体发布东莞市文化馆相关报道统计表
	书签E4C96007　　　　　　　　　　截至2018年12月28日，粉丝总数为376680人。
	书签5CE9F185　　　　　　　　　　0
	书签5E2E76D7　　　　　　　　　　50000
	书签91A206CD　　　　　　　　　　100000
	书签F1BFF558　　　　　　　　　　150000
	书签D2FD36B0　　　　　　　　　　200000
	书签8E91E62E　　　　　　　　　　250000
	书签344E7D17　　　　　　　　　　400000
	书签0593B0FB　　　　　　　　　　2165
	书签F60BD49A　　　　　　　　　　2014年
	书签50B1A450　　　　　　　　　　5687
	书签EAE96D83　　　　　　　　　　2015年
	书签8289658A　　　　　　　　　　18784
	书签B432410C　　　　　　　　　　2016年
	书签4DD7AB73　　　　　　　　　　49192
	书签0F8480C3　　　　　　　　　　2017年
	书签81BBE8F3　　　　　　　　　　文化莞家公众号历年粉丝总数
	书签59F7287A　　　　　　　　　　（单位：人）
	书签A2BE0D83　　　　　　　　　　450000400000350000300000250000200000150000100000500000
	书签220468C5　　　　　　　　　　2018年文化莞家粉丝总数增长趋势
	书签275051C9　　　　　　　　　　51712
	书签7779CD2E　　　　　　　　　　1月
	书签E1C69E86　　　　　　　　　　2月
	书签CCCD8C4A　　　　　　　　　　51720
	书签43310E2E　　　　　　　　　　3月
	书签BC5D5046　　　　　　　　　　55841
	书签6C492C28　　　　　　　　　　4月
	书签8C08FF0C　　　　　　　　　　56909
	书签AC18FBB9　　　　　　　　　　5月
	书签517320E0　　　　　　　　　　58050
	书签BC955A3C　　　　　　　　　　6月
	书签6FDB79A1　　　　　　　　　　252634
	书签2BBB8FB6　　　　　　　　　　7月
	书签BBC67776　　　　　　　　　　359881
	书签D38DB1F4　　　　　　　　　　8月
	书签E24B42A1　　　　　　　　　　412503
	书签96DBF154　　　　　　　　　　9月
	书签2C4FB7E9　　　　　　　　　　398494
	书签B0FD9760　　　　　　　　　　10月
	书签BD5D1312　　　　　　　　　　386458
	书签8E74BF0F　　　　　　　　　　11月
	书签C77AE113　　　　　　　　　　380784
	书签FA909E4E　　　　　　　　　　12月
	书签8FC20BE5　　　　　　　　　　376660
	书签C18CD6B3　　　　　　　　　　目前，“文化莞家”粉丝性别特征明显，男性占45%，女性占55%。
	书签5137DAD3　　　　　　　　　　粉丝属性
	书签8B6D16D6　　　　　　　　　　55%
	书签D72EBC90　　　　　　　　　　45%
	书签D5E89C22　　　　　　　　　　◆男◆女
	书签6483CFE6　　　　　　　　　　376680
	书签0CBFE672　　　　　　　　　　2018年
	书签F9058601　　　　　　　　　　（一）粉丝增长情况
	书签DCD925A7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799B92BE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9BD0DB74　　　　　　　　　　2018年粉丝快速增长，净增粉丝327546人，增长667%，平均每月增长粉丝27295人。

	页 15
	书签B0A82CB0　　　　　　　　　　20
	书签EB3E7213　　　　　　　　　　19
	书签0665D6E9　　　　　　　　　　截至2018年12月28日，文化莞家公众号推文发布天数共计322天，发布条数共计1000条。
	书签50C1EE7C　　　　　　　　　　30
	书签8E9A4237　　　　　　　　　　25
	书签68021394　　　　　　　　　　20
	书签3A451B0B　　　　　　　　　　15
	书签36952CF4　　　　　　　　　　10
	书签D4633B4F　　　　　　　　　　5
	书签6551247B　　　　　　　　　　2018年每月推文发布天数情况
	书签C2814663　　　　　　　　　　28
	书签C66669A6　　　　　　　　　　0
	书签AC37DEF0　　　　　　　　　　1月
	书签D7E920A9　　　　　　　　　　2月
	书签0A0AFDD4　　　　　　　　　　17
	书签0C83CB6C　　　　　　　　　　3月
	书签A973D5E7　　　　　　　　　　26
	书签600C5C1F　　　　　　　　　　4月
	书签A8093F15　　　　　　　　　　26
	书签8666FE67　　　　　　　　　　5月
	书签58ADCF5F　　　　　　　　　　27
	书签642E015F　　　　　　　　　　6月
	书签354F002D　　　　　　　　　　28
	书签713B1F90　　　　　　　　　　7月
	书签5410E158　　　　　　　　　　28
	书签414D8EF4　　　　　　　　　　8月
	书签FA5F57BC　　　　　　　　　　30
	书签01CB6173　　　　　　　　　　9月
	书签A21C0748　　　　　　　　　　29
	书签30485AC5　　　　　　　　　　10月
	书签8814C82E　　　　　　　　　　28
	书签510D74C8　　　　　　　　　　11月
	书签54E3A0EE　　　　　　　　　　30
	书签FBFC8341　　　　　　　　　　12月
	书签CD58539E　　　　　　　　　　25
	书签92D0C885　　　　　　　　　　35
	书签A5617BE0　　　　　　　　　　2018年3月起，文化莞家根据要求整理发布直属单位文化活动资讯，发布量增大。其中，从五月份起，文化莞家逐渐将直属单位零散的资讯分类整合，并增加部分镇街大型文化活动资讯发布，在原有【一周资讯】【全民抢票】的基础上进行内容丰富，与直属单位合作，将活动资讯宣传覆盖面逐步拓宽。另外，文化莞家同时增加了【莞展地图】【人物故事】【百名党员朗诵红色经典】等栏目，主要达到了内容合理分类发布的成效。
	书签BF3B04B5　　　　　　　　　　120100806040200
	书签2367EE25　　　　　　　　　　2018年每月推文发布条数情况
	书签69EBEC24　　　　　　　　　　48
	书签6EFF03F8　　　　　　　　　　1月
	书签C6760226　　　　　　　　　　2月
	书签D98A98EC　　　　　　　　　　3月
	书签171BE20A　　　　　　　　　　4月
	书签3B4DA9C3　　　　　　　　　　5月
	书签0988BBB6　　　　　　　　　　6月
	书签7AA815F8　　　　　　　　　　7月
	书签182695BB　　　　　　　　　　8月
	书签8949E538　　　　　　　　　　9月
	书签11D8EA63　　　　　　　　　　10月
	书签F86BC795　　　　　　　　　　11月
	书签2E5F2D13　　　　　　　　　　12月
	书签4083F44B　　　　　　　　　　23
	书签91FB9BE9　　　　　　　　　　69
	书签1C19CA35　　　　　　　　　　109
	书签5C166A5A　　　　　　　　　　90
	书签93652F91　　　　　　　　　　94
	书签CDFB3B31　　　　　　　　　　111
	书签F6284E3F　　　　　　　　　　87
	书签58F28613　　　　　　　　　　101
	书签AF36B2BA　　　　　　　　　　91
	书签3EC43236　　　　　　　　　　97
	书签FBA54B3A　　　　　　　　　　80
	书签96599DA8　　　　　　　　　　（三）推文阅读情况
	书签1A5A7772　　　　　　　　　　阅读数>2000
	书签692A390E　　　　　　　　　　1000<阅读数<2000
	书签27D24E84　　　　　　　　　　500<阅读数<1000
	书签673A3645　　　　　　　　　　阅读数<500
	书签AECFBED4　　　　　　　　　　219
	书签2533FE33　　　　　　　　　　274
	书签D476A189　　　　　　　　　　278
	书签3AD3C020　　　　　　　　　　229
	书签E9C74CF4　　　　　　　　　　0
	书签346528BD　　　　　　　　　　50
	书签CBC48849　　　　　　　　　　100
	书签02FD716E　　　　　　　　　　150
	书签A89FD836　　　　　　　　　　200
	书签D8B61F75　　　　　　　　　　250
	书签E5BE4CF9　　　　　　　　　　300
	书签C59C2202　　　　　　　　　　2018年度文化莞家微信区间阅读数占比
	书签7C879C27　　　　　　　　　　2018 东莞市文化馆工作年报
	书签D8B3F7CD　　　　　　　　　　绽放最美文化馆之花
	书签6C4AD38D　　　　　　　　　　文化莞家全年阅读量区间分布相对平均，其中阅读数大于2000的内容主要为大型活动以及抢票信息，如东莞文化四季、东莞第五届合唱节、戏剧曲艺花会展演、东莞市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莞邑春晓”文艺系列活动以及部分大型演出等；阅读数小于2000则多为工作动态资讯以及常规活动内容预告及花絮的发布，如党建活动、东莞星星联盟、家庭美育、一见你就笑、星星儿童剧场等。总体而言，文化莞家2018全年阅读较为理想，阅读群体逐渐扩大，呈年龄段分布平均、职业特点多样、兴趣爱好广泛的特质，为文化莞家新一年的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书签C77E9AA2　　　　　　　　　　250000
	书签C8DAEF94　　　　　　　　　　200000
	书签39180788　　　　　　　　　　150000
	书签C3F4CD07　　　　　　　　　　100000
	书签7CB42A64　　　　　　　　　　2018年文化莞家每月净增粉丝情况
	书签85E6BEE9　　　　　　　　　　50000
	书签20629D5A　　　　　　　　　　-50000
	书签9430690E　　　　　　　　　　2598
	书签D2FBDF89　　　　　　　　　　1月
	书签EF6CFB62　　　　　　　　　　2月
	书签45ADD001　　　　　　　　　　3月
	书签7C955092　　　　　　　　　　4月
	书签F0B1588E　　　　　　　　　　5月
	书签A1A6D3B3　　　　　　　　　　6月
	书签42CD626A　　　　　　　　　　7月
	书签0BB8DB22　　　　　　　　　　8月
	书签306FE87D　　　　　　　　　　9月
	书签F6AD51DE　　　　　　　　　　10月
	书签E1A7B54E　　　　　　　　　　11月
	书签10B4B9C6　　　　　　　　　　12月
	书签AF5BE1B7　　　　　　　　　　8
	书签F3DCEDBD　　　　　　　　　　4121
	书签2764FD33　　　　　　　　　　1068
	书签BC2F5DF0　　　　　　　　　　1141
	书签754CCFA6　　　　　　　　　　194584
	书签DF678F07　　　　　　　　　　107247
	书签2A809D95　　　　　　　　　　52622
	书签7C726DC4　　　　　　　　　　-4124
	书签CA127A37　　　　　　　　　　-14009
	书签4DCCDA70　　　　　　　　　　-12036
	书签AFD23C3C　　　　　　　　　　-5674
	书签9677ECF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