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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何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5.6万家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7.9%。可

以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文化

及相关产业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

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

师殷国俊在解读这份“成绩单”时

说，文化产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今

年以来保持在8%左右的增速；文化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文化服务业的

占比继续提高，文化核心领域的占

比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增长同比

加快；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拓

展和创新了文化发展领域，引领和

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守正创新“两效统一”

坚持守正创新、“两效统一”，文

化产业不断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

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中宣

部文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份“稳

健”的成绩单主要得益于四方面。

党的坚强领导和持续释放的政

策红利为行业发展提振信心。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论

述，为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

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

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

个规定的通知》等系列利好政策出

台，吸引各类资源要素向文化产业

聚集，进一步增强了文化从业者信

心，提升了行业发展向好预期。

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撬

动文化消费升级。文化供给持续优

化，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文化消费不

断升级，并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力

量。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

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10.9%，快于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 3.4 个百分

点。同时，文化消费空间扩容，进一

步增强了对购物、餐饮、交通、住宿

等消费的拉动作用。

大力发展新技术增强文化发展

新动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

们获取知识、传递信息、鉴赏文化的

渠道和方式，推动文化创作生产传

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内容、

动漫游戏、视频直播等基于互联网

的新型文化业态，已经成为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动能和增长点。例如，

2018年全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超

过 4.3 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超过

6.1亿。

优化管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今年以来，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加强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规划和引导、

改善事中事后监管服务等系列举

措，持续优化经营环境。文化产业

坚守内容为王、创意制胜，积极健康

的优质内容成为主流。例如，中国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一

季度营业收入增长32%，春节档科

幻电影《流浪地球》票房超过46亿

元，暑期档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票房目前已突破40亿元。

新业态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8月16日，随着以小说《全职高

手》为基础的动画电影《全职高手之

巅峰荣耀》在全国上映，阅文集团旗

下的文化IP《全职高手》实现了从网

络小说到动漫改编，再到影视剧开

发的全面开花。

据统计，当前我国网络文学读

者规模达4.3亿人，网络文学作品总

量超过2400万部。从《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国产

文化IP的成功改编不仅给了业内人

士信心，也为文化产业增添了活力

和动力。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自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

开，我国文化产业从探索、起步、培

育的初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新

时期。其中，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

程加快，数字内容、动漫游戏、视频

直播、视听载体、手机出版等基于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

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

长点。2016年、2017年，全国规模

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30.3%和34.6%，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业营业收入均增长

8.6%，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引领和示

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新业态推动下，我国文化经

济总量明显增加。2018年我国文化

产业实现增加值 38,737 亿元，比

2004年增长10.3倍，近4年文化产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高于同期

GDP现价年均增速6.9个百分点；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4

年 的 2.15%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4.30%。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文

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平均贡献率

在2018年达到5.5%。

此外，文化产业集群趋势明

显。2018年，全国共有文化骨干企

业6.0万家，比2012年增长64.3%，

年均增长 8.6%；实现营业收入

89,257 亿 元 ，比 2012 年 增 长

58.6%，年均增长8.0%。截至2018

年年底，全国共有10个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10个国家级文化产

业实验园区和335个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

文化消费与投资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

实力的日益增强和文化产业的快速

发展，我国文化消费和投资水平也

明显提高。

201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教

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10.9%，

2018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

均消费支出为827元。统计显示，

2018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

均消费支出比2013年增长43.4%，

2014年~2018年年均增长7.5%，文

化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为4.2%。分城乡看，2018年城镇居

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271元，

比 2013 年增长 34.3%，年均增长

6.1%；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

支出280元，比2013年增长60.0%，

年均增长9.9%。城乡居民人均文化

娱乐消费支出之比由 2013 年的

5.4∶1，降低到2018年的4.5∶1。

基于强劲的消费以及各项政策

的引导与激励，我国文化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逐年加大。国家统计

局的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文化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额3.8 万亿元，为

2005年的13.7倍，2013年~2017年

年均增长19.6%，高于同期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速8.3个百分

点；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0%，比

2005年提高2.9个百分点。从资金

来源看，国家预算资金占5.1%、国内

贷款占7.2%、利用外资占0.4%、自

筹资金占81.7%、其他资金占5.6%，

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的格局已

经形成。

消夏更有文化宴
□ 王亚宏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炎热的夏天，人们

除了空调、WIFI、西瓜外还有更多的选择:

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文化市场在

这个夏天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电影

票房走高、演出场次爆满、网剧综艺热映，

图书市场活跃，这说明百姓的文化需求正

得到充分满足。

文化娱乐市场的活跃，反映出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有更多时间进行休闲娱乐。

以前呼朋唤友大多吃饭聚餐，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一起看电影看演出。独处时

则读书追剧，充分享受夏日丰富的文化产

品。这种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

需要”的变迁，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水平的提高。

在这个夏天，可以看到线上的《长安

十二时辰》引起大家热议；影院里小哪吒

不仅能下海降龙，还能陆上伏狮，国产首

部IMAX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巨

大的票房优势力压同档期的迪士尼大 IP

《狮子王》，显示出观众对国产电影和国产

动画的信心。在现场娱乐演出方面，一场

接一场的演唱会也燃爆了整个夏天。

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文化生活，

娱乐方式更加丰富多样。文化娱乐产品

的多元化是市场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不

同群体都能找到满足自身文化消费需求

的产品。比如爱书的读者能在8月14日开

幕的上海书展中找到自己的“心头好”，享

受清风翻书的乐趣，喜欢游戏的玩家则同

样能在ChinaJoy里感受热力。

观众给文化市场投下赞成票。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

实现增加值 38，737 亿元，比 2004 年增长

10.3倍，随着夏日经济的火爆，今年文化产

业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文化消费在地域分布上变得更加均

衡，中西部地区增长同比加快。今年上半

年中部地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增

长 10.2%，西部地区增长 15.6%，分别比去

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

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提高 0.4 个百分点和

1.1个百分点。这一变化意味着高质量文

化产品的供给更加均衡。

精彩纷呈的文化产品扮靓了整个夏

天，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丰富精神

食粮，反映出消费的转型升级和对经济前

景的充足信心。

□ 朱国圣 张文静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

成为一名专业的书法创作与经营

者，45岁的张万昌用了近20年的

时间。现在，他已经是甘肃省定西

市通渭县小有名气的农民书法家，

告别了“拉烂账”的日子，生活有了

起色。

在通渭县悦心国际书画村的三

楼，近百平方米的工作室摆放着多

幅装裱精美的书法作品——这些是

张万昌的得意之作。张万昌很忙，

不断有书法爱好者前来咨询问价。

他一边忙着为大家沏茶倒水，一边

讲述每幅字的故事及自己与书法的

渊源。

张万昌是通渭县鸡川镇川道村

人，小时候家境贫寒，但挡不住父辈

对精神层面的追求。父辈酷爱书

画，耳濡目染，张万昌也喜欢上了习

字，没事就练。然而，家境困难阻挡

了他的高中求学路，他只能帮着家

里种地。

2003年，张万昌到青海省一座

矿山打工。工作之余，舞文弄墨成

了他排解孤独的最佳途径。同事很

喜欢他的作品，拿茶叶和香烟换他

的字，这让他信心大增。后来，又有

人要买他的字，“一幅字能卖80元，

当时打工每月才2000元。”他说。

2008年张万昌回到通渭。家人

问他是接着种地还是继续打工？他

的回答出人意料：“写字创业。”

在矿山尝到的小甜头鼓舞着

他，更重要的是，通渭的书画艺术氛

围使他坚定了大胆一试的决心。通

渭人崇尚耕读，钟情书画，素有“家

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之说。不少

农民扛起犁头是庄稼把式、拿起笔

杆是书画艺人。著名作家贾平凹的

笔端渗透出通渭人对字画的热爱：

“你可以一个大字不识，但中堂上不

能不挂字画。”

张万昌将打工攒下的5000多

元用于创业，在县城租了间30平方

米的工作室，开始书法创作和字画

装裱。家人难以理解他的行为，“一

个农民，写的字谁会要？”

第一个月张万昌没收入，但他

没有失去信心，通渭县文化扶贫的

政策措施为他创业脱贫带来不小的

帮助。

据新华社消息，2011年以来，通

渭县相关部门积极为有书画文化的

群众搭建书画创作交流平台，面向

农民书画创作者、民间艺人和乡土

人才开办免费培训班、创办书画

文化艺术节、打造国际书画村，以

提高他们的创作技能和水平。只

要有活动，张万昌都积极参加，向前

辈取经，和同行交流，并坚持练字，

使自己的技艺不断提高，他的作品

逐渐被人认可。2016年，他将工作

室搬到了悦心国际书画村。现在，

家里七口人的开支全部来自他的工

作室。

书法，改变了张万昌的人生轨

迹，也扩大了同龄人王胜军的生意。

走进通渭县育林商业中心，王胜军

经营的电器铺面格外显眼：10多幅

书法作品或挂在墙面上，或摆放在电

视机上，或遒劲或飘逸的作品使冰冷

的电器多了一份温情。王胜军说：

“写字和做生意是一个道理，写字要

认真，做生意更要认真。”

王胜军出生于通渭县襄南镇黑

石头村，20多岁才开始学习书法。

起步虽晚，但勤能补拙，他白天打

工，晚上临帖，空闲时间，就去参加

县里组织的免费书法创作培训班。

铺面里的《楷书教程》已被翻得“七

零八落”，用破的字帖被他用透明胶

塑封起来。

天道酬勤。2016年，王胜军成

为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经常下

乡为老乡免费写字送字。习字使他

的心静了下来，做起生意也不急不

躁。很多客户成了回头客，买完电

器后总要慕名求字。

郑纲是王胜军铺面的售后安装

工，老板的品行令他敬佩不已。“遇

到家里条件差的顾客，他都要打折，

甚至赔钱都卖。我学不来他的字，

但能跟着他学习如何做人。”

像张万昌和王胜军一样，通渭

还有很多普通农民受益于文化扶贫

政策措施和书画产业的蓬勃发展。

数据显示，通渭现有书画创作人员

1万多人，文化企业80多家，画廊装

裱店、培训机构及文房四宝销售店

800多家，书画经纪人2600人，年书

画交易额达10亿元。

通渭县委书记邵志刚表示，通

渭着力建设全国知名的书画交易市

场，建立了多个书画专业培训基地，

自2011年起连续9年举办书画文化

艺术节，在贫困村设点开展书法、写

意国画和书画装裱培训，实施书画

文化扶贫工程，使书画产业有力带

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也推动了

乡村文明的建设。

展现高度 确保公正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日前在北京揭

晓，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

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

洱的《应物兄》5部作品获奖。中国作协

副主席李敬泽说，本届获奖作品体现了

中国文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深入生活，潜心创

作，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高原”

迈向“高峰”的努力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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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产业促脱贫 致富立德双丰收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有书画创作人员1万多人，画廊装裱店、培训机构及

文房四宝销售店800多家，书画经纪人2600人，年书画交易额达10亿元

文化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上半年，全国5.6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7.9%

兰考：“乐器村”
奏响“富民曲”

河南省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利用

当地的桐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乐器制

造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截至

目前，全村共有乐器生产企业82家，产

品包含古筝、琵琶、古琴等20个品种，

年产民族乐器10万多台（把），产品畅销

国内外。图为顾客在一家古琴生产企

业的展厅内挑选古琴。

新华社记者 李 安 摄

梨园小院暑假忙
暑假期间，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裴

艳玲艺术传承基地”——梨园小院开设京

剧培训班，免费教授孩子们京剧表演艺术，

同时借助基地平台为中外游客演出，锻炼

孩子们的表演技能，传承戏曲艺术。图为

老师在培训孩子们表演京剧。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