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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6版

名家变主播
互联网助推戏曲“活态”传承

名家变身主播趣谈梨园台前幕后，弹

幕刷屏随时饱览鲜活观戏体验；素妆才

罢，声韵袅袅，当红花旦亲自演示拍彩、勒

头的秘密……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日前在京

举行的“戏曲传承与网络直播座谈会”上，

梨园行展示了其以时尚方式进行“活态”

传承的努力。

文化时评

文化市场

□ 周 玮 白 瀛 施雨岑

展开波澜壮阔的40年文化改革

发展长卷——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现代文化治理体系，从单

纯依靠政府投入的文化事业到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从短缺的文化生产供给、零散

的文化经营活动到繁荣活跃的现代

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从较为封闭单

一的对外文化交流到以我为主、多层

次、宽领域文化开放格局……伴随着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伟大实践，文化

领域的改革发展，走过了极不平凡的

历程，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定文

化自信、高扬改革旗帜、锐意进取创

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越走越宽广，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稳步迈进。

转变职能，推进治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

福建漳州芗剧团复排《保婴记》，

制作舞美需要一大笔资金，是国家艺

术基金的专项资助解了剧团的燃眉

之急。运行近五年来，国家艺术基金

共立项资助 4013 个项目，总额约

33.4亿元。

改变以往财政投入直接“养人”模

式，国家艺术基金“不问出身，只看项

目”的资助标准调动了基层文艺创作

积极性，可谓文化部门转变职能、文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创新的成功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逐步确立，一路推动政府角色

转换和职能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

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国家文化治

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国家新闻

出版署、国家电影局统一揭牌，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新机构挂牌组建。

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实

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中央及省级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加强文化法治建设。推动出台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网

络安全法、公共图书馆法等重要法律。

深化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改

革。加快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文化特色

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加强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建设，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

重应占50％以上”。

补短板提效能，服务体系
建设提升百姓获得感

2018年8月5日，广州图书馆入

馆人数为51,774人次，创下国内城

市公共图书馆单日入馆人次的最高

纪录。这是新时代全民阅读的一个

生动注脚。

40年间，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和

产品供给从相对紧缺迈入大繁荣大

发展的新时代：博物馆从340多家增

加到4700多家，公共图书馆从1200

多家增加到3100多家，文化馆（站）

从不到7000个增加到44,000多个，

艺术表演团体从3100多家增加到

15,700多家。目前，中央、省、市、县、

乡、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确立。

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每年开展活动近

200万次，服务群众达5、6亿人次。

当前，以标准化、均等化、社会

化、数字化为突出特点的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

以精准扶贫助推文化小康，七部

委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并组

织实施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示范工程等项目。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力度不断加大，“互联网＋公共

文化服务”新模式精准对接群众文化

需求，服务效能大大提升。如山东东

营“数字文化广场”、上海“文化嘉定

云”，激发了民众参与公共文化的热

情，百姓文化获得感显著增强。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向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

先来看文化产业最新一份“成绩

单”：2017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 35,462 亿元，增长 15.2％，占

GDP比重4.29％。文化产业保持两

位数增长速度，高于同期经济增速。

让我们将时间的纵深拉长：

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国内第一

家音乐茶座，成为新中国文化市场兴

起标志；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厘

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双轮

驱动的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序幕；进入

新时代，文化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迈进——我国文化产业发

展足迹描绘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的上升曲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加快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深化，一批文化企业和品牌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国着力培育和发展文

化市场主体，加大骨干文化企业培育

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

产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2018 年第十届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主营收入、净资产、净利润三项指

标创历史新高。

产业结构布局逐渐优化，新型文

化业态不断涌现。对接“互联网＋”战

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移动

多媒体、网络视听、数字出版、动漫游

戏、3D和巨幕电影等新兴产业，推动

上网服务、游戏游艺等行业转型升级。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走出去迈出新步伐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诗词大

会》等荧屏热播，获年轻观众点赞；非

遗带动贫困地区就业，成为精准扶贫

重要抓手。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现代生活的案例不胜枚举。

从1987年长城、故宫等成为我

国首批入选的世界遗产，到如今以

53 处世界遗产位居世界前列；从

2002年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到2018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3700多项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全国同步展开，40

年改革实践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之路。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复兴文

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

编纂出版；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

化，建设数字故宫、数字敦煌、数字丝

绸之路……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世界认识中

国的窗口，同时，彰显时代创新、体现

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当代中国故事

也引来八方喝彩：电视剧《媳妇的美

好时代》在非洲观众中引发共鸣，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征服大批海外

“粉丝”；感知中国、中国文化年（节）、

欢乐春节、四海同春等对外文化交流

品牌日益成熟；中国与157个国家签

署文化合作协定，建成35个海外中

国文化中心。

中国，正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演绎着新时代改

革故事。

□ 史竞男

人民出版社和美国圣智集团签

订意向书，合作出版“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系列英文图书；《中国大百

科全书·机械工程》输出英文版，《中

华文明史》系列丛书输出波兰文版，

《不列颠百科全书250周年纪念版》

引入中国……

“把世界优秀图书引进中国，让

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秉持这一宗旨，

第 25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

下简称“图博会”），成为家门口的国

际版权贸易平台，来自93个国家和

地区的2500多家出版机构，密切交

流合作，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表示，

本届图博会上，商务印书馆收获颇

丰，不仅和匈牙利罗兰大学签订了中

东欧16国汉语教材合作框架协议，

还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格

鲁吉亚金羊毛出版社分别举行了国

际编辑部揭牌仪式。

据了解，目前，商务印书馆已与

全球150多家海外机构建立了合作

关系，实现了“汉语语言学丛书”“中

国道路丛书”“国家治理丛书”等系列

图书走出去，与海外读者分享中华文

明学术成果及现代化发展经验。

图博会期间，举行了《习近平用典》

第二辑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

版权签约仪式。这本书面世仅仅三

个多月，就已在国内发行70余万册，

并输出了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

语版权。

该书阿拉伯语版译者、埃及汉学

家伊斯拉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多语种版本的

推出，有利于让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读懂中国。

反映当代中国的现实力作成为

各国出版商关注的焦点。天地出版

社与澳洲心界出版社开展战略合作，

不仅输出了最新出版的《温暖的荆

棘》《向死而爱》等畅销书在澳洲的英

文版权，还将《高腔》这部聚焦“精准

扶贫”、反映当代中国生活的现实主

义文学作品进行了版权输出，帮助西

方读者了解当代中国。

讲述中国家风故事的图书《谢谢

了，我的家》版权输出9国，成为图博

会一大亮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臧永清说，9家国外出版机构同时签

约一本书的海外版权，对他这个老出

版人来讲也是“头一回”。把中国故

事翻译成外国语言，把中国传统、中

国理念向世界传播，为世界了解中国

打开了一扇窗口。

中国图书走出去，不仅需要优质

的内容，更需要高效的渠道。如何创

新模式、拓宽路径？图博会上，各家

出版机构积极尝试，寻求“突破口”。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与中国联通、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在移动资讯、数字

阅读、人工智能研发、中国内容走出

去等领域深入合作。

阅文集团高级副总裁张蓉透露，

根据战略合作计划，阅文“云端内容

库”将向全球读者开放，并通过易阅

通数字平台进行海外市场运营。该

平台已在五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的

上百家海外图书馆实现销售。

“加强中国数字内容海外推广以

及中国图书国际出版两方面的合作

深入，希望推动中国出版更好更快地

走出去。”张蓉说。

作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的重要举措，亚马逊挑选中国优秀文

学作品，专门成立译者平台，将高质

量的翻译作品介绍给全球读者。

贾平凹、陈忠实、冯唐、路内、虹影、

韩寒、刘心武、秦明等多位中国作家的

作品，已经借助这一平台走向世界。

本届图博会吸引了24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参展，通过积极开展

版权贸易，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

青岛出版集团在活动现场举行

了《中国—新长征（蒙古语）》《论语

（中蒙互译）》新书首发式。据青岛

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海涛介绍，中蒙

互译版《论语》是“一带一路《论语》

译介工程”的最新成果，希望这一传

统文化典籍海外推广项目，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推动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的交流

交融。

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汉学家

巴特尔认为，版权交流为中外作家、

出版机构和汉学家架起了沟通的桥

梁，让外国读者读到更多优秀的中国

作品，也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

激发活力兴文化
□ 新华社评论员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兴文化”的使命任务：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为新时代

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

了前进方向。

改革添动力，创新出活力。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宣传思想战线高举改

革旗帜、锐意攻坚克难，推动文化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一批开拓性、引领

性、标志性的创新成果，促进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开创了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新局面。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新时代为

文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和创作资源。扎根广大人民，深入现实

生活，永远是搞好文艺创作的不二法

门。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把提高质

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

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成就新时代

文艺创作的新辉煌。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举精神之旗、立

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文艺工作者

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

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

品质修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

向上的文艺作品陶冶情操、启迪心智、

引领风尚。受众在哪里，文化创作就要

延伸到哪里。互联网时代，要繁荣发

展网络文艺，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网

络文艺作品，形成积极向上的网络审

美情趣，更好满足人们多元多样的文

化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公共文

化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势在

必行。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

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

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

用性，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优质

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文化产业

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文化市场主体不

断发展，电影票房纪录不断刷新，文化

投融资体制改革带来乘数效应，文化产

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进入新时

代，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

入，壮大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培育新型

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必将不断激

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高质量文化供

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书

写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篇章。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改革开放40年文化体制改革成就综述

国际合作深入开展 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
——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观察

中国北方民间美术作品走进比利时中国北方民间美术作品走进比利时
8月29日，“沃野之上——河北省民间美术作品展”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中欧文化之家举行。展览展出来

自河北省的辛集农民画和丰宁剪纸，吸引了众多观众。图为观众观看河北省民间美术作品展。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