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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朝阳区正式发布促进国

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政策

50条”，涵盖品牌提升、信用体系、文化科

技、文化金融、旗舰企业、精品园区、文化贸

易、风投奖励、上市融资、“四板奖励”、孵化

创新、人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文化

保税等15个领域，共计50条具体支持政策

条款。此举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

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引领全国文化产

业创新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

□ 周 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宣传文化战线高举改革

旗帜、坚定文化自信、锐意攻坚克

难，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新的起点

上纵深拓展，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大大激发，人民群众文化获得

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新时代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出新局面。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坚持“一镇一品”“一村一韵”，

浙江台州因地制宜打造农村文化礼

堂，成为乡村文化新地标；安徽铜陵

着力构建城乡舞台体系建设丰富基

层文化产品供给，“将舞台建到群众

身边、将活动送到百姓眼前”；贵州

毕节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扶

贫，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实现市县乡

村全覆盖……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

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按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

导标准，各地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努力打造新时代

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样本。

来自文化部门的数据显示，目

前，中央、省、市、县、乡、村六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确立，以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和数字

文化设施为补充，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不断完善。全国群众文化机

构每年开展活动近200万次，服务

群众达五、六亿人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不断完善
文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国家艺术基金的有益探索可

谓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创新的成功

实践——

自2013年年底设立以来，国家

艺术基金 5 年共立项资助项目

4013个，资助金额33.4亿元，支持

创作了一批优秀艺术作品，培养了

一批优秀艺术创作后备人才。

5年多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文化治理

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文化法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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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体系进

一步完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的意见大力倡导文艺工作者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全国性文艺评奖

改革压数量提质量力推精品。

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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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持续

深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考

核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全面加强，明

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

50％以上”。

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

影总票房为609.76亿元，国产电影

总票房为378.97亿元，市场占比为

62.15%，市场主体地位更加稳固。

中国电影保持向上向好的发展

态势，是中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生动注脚。

自2012年~2017年间，文化产

业增加值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8万

亿元增加到近3.5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从2012年的3.48％增加到

2017年的4.2％。

迈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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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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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与教育、信息、旅游、体育、建

筑设计及相关制造业深度融合；对

接“互联网+”战略,文化与科技“双

轮驱动”,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

新兴产业迅猛发展。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焕发时代风采

贵州麻料村依托传统工艺工

作站生产银饰和纪念品，发展乡村

旅游，改变贫困状况；青海省黄南

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吾屯村从事唐

卡绘画户占全村98％，人均年收入

从5年前5000余元增加到3万余

元；湖南湘西传统工艺工作站提出

“让妈妈回家”计划，让拥有苗绣技

艺外出打工的妈妈实现“守着娃，

绣着花，养活自己又养家”……近

年来，文化和旅游部门大力推进文

化扶贫，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

取得明显成效。

从非遗成为精准扶贫重要抓

手，到《记住乡愁》《我在故宫修文

物》《中国诗词大会》等一批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品牌广受欢

迎；从整理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开通

运行“中华古籍资源库”，到推动戏

曲进校园、进乡村，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

新的时代风采。

与此同时，彰显时代创新、体现

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新时代中国故

事引来四海瞩目。我国与157个国

家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拓展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机制，打造

“感知中国”“欢乐春节”“四海同春”

等文化交流品牌,举办世界汉学大

会等高层次交流活动，中华文化亲

和力、感染力显著增强。

今天，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

定的文化自信，书写文化改革发展

绚丽新篇章。

□ 任飞帆

中国影视行业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

展，催生了一批龙头企业和经典作品，不仅

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大量影

视从业者也从中受益。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也要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

如，收视率数据中的“水分”问题。

一段时间里，一些播出机构甚至在购

剧合同中，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诱导

制作机构去买收视率。数据造假，花招迭

出，渐成顽疾之一。有的电影院，凌晨竟是

票房最高时段；某网剧点击量高达几百亿，

远超全球人口总数；几部同时段播放的电

视剧，共同标榜自己“收视率”第一。

类似造假顽疾久治不愈，在于整个造

假的链条中，都有人获益：明星可以凭此

提升个人商业价值；播出制作方能够以此

吸引广告商；投资公司可以借此吹大资本

泡沫。《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这种造假行

为，对整个文化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

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

序，使作品优劣失去公允的标准与评判，制

作方无法沉潜创作，反而急功近利高价争

抢“流量明星”，挤压制作成本，伤害艺术品

质，使“劣币驱逐良币”，破坏文艺创作的健

康生态。

事实上，影视数据造假阻碍行业发展

已是共识，打假成为共同呼声。业内众多

人士都曾公开发声抵制，有的还在全国两

会形成相关提案；有的视频网站宣布关闭

前台播放量显示，告别“唯流量论”。国家

在制度措施和法律层面也都在亮剑。近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布，广播电视节目

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基本建成并开通

试运行。该系统可以反映影视节目、各个

时段的收视情况，被看做未来的“官方收视

率”。让收视数据成为公共数据，此举被视

为根治影视数据造假的重要一步。2017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

法》剑指“偷票房”。2018年8月，国内首起

因在视频网站“刷量”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

案在上海宣判，被告“刷量”公司等被判赔

偿50万元并公开道歉。打击电视剧收视

率造假正形成合力，产生刚性约束效果。

成熟的市场，不但有高水准的创作者，

也有高素质的观众。近一段时间，“流量脱

水”“流量退潮”成为影视行业的热门词语，

所谓“流量明星+大IP”的爆款公式已非百

试百灵。很多观众不再单纯为明星、内容

甚至话题买单，他们更加看重作品的品

质。《大江大河》《红海行动》等影视作品叫

座又叫好，也启示我们，影视作品有正能

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才

能为观众所喜爱。

“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

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

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发人深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才是影视创作的不二法则。

□ 屠国玺 成 欣 侯韶婧

2019刚一开年，在甘肃省庆阳

市肖金镇肖金村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里，妇

女们将花布、内衬和画纸平铺好，开

始赶制“驴敢当”。现在，这款以小

毛驴为原型的香包已经远销国内

外，供不应求。

“‘驴敢当’可受欢迎了，在全国

多地旅游商品大赛中获过奖。生产

阿胶的企业和毛驴养殖基地纷纷联

系我们，要把它作为吉祥物。”庆阳

香包绣制“非遗”传承人刘兰芳说。

庆阳是中国传统香包刺绣发源

地之一，这里曾出土过距今800多

年的香包，被称为“中国香包刺绣之

乡”。庆阳香包已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庆阳农村，妇女们祖祖辈辈

都有绣制香包的手艺。今年53岁

的刘兰芳仍清晰记得，她8岁时坐

在外婆怀里，看外婆做老虎香包：用

线把剪下的树叶图案包在碎布上，

再用黑线绣出眼睛。

“小小布渣竟然摇身变成了生

龙活虎的香包！”就这样，刘兰芳耳

濡目染地学习了绣技。从鞋垫，再

到绣花鞋、五毒肚兜、枕头，她的针

线功夫渐长。

这些年，刘兰芳始终坚持香包

的纯手工缝制，每年都有十几款创

新的香包作品。49岁那年，她被评

为“非遗”传承人。

在传承过程中，刘兰芳发现古

老的香包遇到了发展瓶颈。当地人

都是把香包当作小礼物来送，但她

发现年轻人喜欢的不多。

“原始的小毛驴香包，连我的外

孙都不喜欢。”刘兰芳意识到，“可能

是因为造型呆板，不够活泼。”

2013年，刘兰芳的团队对小毛

驴香包进行二次设计，先后改版五

六次，并为新款“小毛驴”香包取名

“驴敢当”。和传统香包不同，“驴敢

当”造型夸张，灵动可爱，更像是动

画片里的卡通形象。

她们还尝试绣制出用碎花布制

成的“驴敢当”，小的可以作为手机

挂件，大的则可作为车内装饰，一推

出就在市场上热销，现在已经远销

到国外。

在传承基地里，大家还尝试将

香包古艺和时尚新需求进行对接。

传统香包以红、黄、绿为主色调，现

在人们更加偏爱清新淡雅的颜色。

刘兰芳指着一个以黑白为主色

调的青蛙香包说，和传统颜色鲜艳的

香包不同，新设计的青蛙香包色彩淡

雅，还加上了莲花元素。价格高出传

统香包三四倍，但在南方很受欢迎。

创新的内容还有香包布料。基

地目前使用棉麻作为基础材料，并

尝试用薰衣草替代传统香草，得到

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基地目

前挖掘、保护、复制了500多种庆阳

香包，辐射带动周边村落4000多名

妇女，年销售量30万余个，并常年

销往美国、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

等国家。

目前，和刘兰芳一样，有超过5

万名庆阳妇女从事这种手工艺制作，

许多贫困妇女从中受益。她们正用

自己的心灵手巧创造着经济效益。

“古老手艺要传承，不能只吃老

本。”刘兰芳说，在互联网时代，传统

香包要想在市场上“吃得开”，必须

要创新求变，才能避免人走技失，让

古艺新传。

坚定文化自信 焕发时代风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综述

了 不 起 的 “ 驴 敢 当 ”
甘肃庆阳的传统香包以小毛驴为原型，通过改版创新，不仅在全国多地旅游

商品大赛中获奖，还常年销往美国、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等国家

拒绝假流量
锻造好品质

福建晋江福建晋江
百姓书房百姓书房受欢迎受欢迎

日前，福建省晋江市新

建成的 10座百姓书房开门

迎接读者，这些百姓书房是

2018 年晋江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也是晋江市建设书

香城市、文化惠民的重要

举措，藏书主要为各类畅销

书、经典名著等。图为读者

在晋江市图书馆百姓书房内

看书。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