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 玮 史竞男 余俊杰

从每年数亿人次打卡博物馆、

非遗走红到三星堆考古引发世界关

注，从红色旅游升温到《山海情》《觉

醒年代》《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

影视剧“圈粉”年轻一代，从红火的

乡村文化大院到城镇密布的图书

馆、博物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获的不仅

是物质文明的胜利，更是精神文明的

成长、人民精神力量的增强，包括文化

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汇

聚成百姓全方位的幸福感、获得感。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

民，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文化人、培

根铸魂。小康中国，正以更昂扬的

文化自信走在大路上。

服务美好生活
弘扬时代新风

在东莞图书馆，有一支志愿者服

务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默默地在读

者身边提供服务，其中大部分都是

外来打工者：电工、保安、厨师……

职业身份五花八门。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

方就是图书馆了。”疫情期间，一位

农民工手写留言深情告白东莞图书

馆，感动亿万网友。

城市里的公共图书馆如同一座

座灯塔，照亮人们的精神和灵魂。

铺展开新时代的宏阔画卷，处

处闪现着这样的动人细节。

数字跃升，见证“文化小康”的

坚实步伐——

时间之钟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

缺。1949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

为55个，博物馆数量仅21个。

70多年的持续努力，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截至2020年末，全国

共有公共图书馆3212个，全国所有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和

5214家博物馆免费开放，实现“无障

碍、零门槛”进入。

来看文化产业“十三五”以来的

成绩单：2015年至2019年，全国文

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7万亿元

增长到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速接

近13%，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从3.95%上升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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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貌焕然，标注“文化小康”的

丰硕成果——

在陕西安康，新民风建设引领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几年

来摆酒席减少2/3，“人情份子”下降

七成；在福建福安，旧民居变身新时

代文明实践“新课堂”；在甘肃金昌，

“好婆媳、好邻里点赞”“分餐夹”等

文明实践推动完善村规民约、倡导

文明风尚……

赋能美好生活，弘扬时代新

风。近年来，结合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推动乡村振兴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各地加快打通公共文

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国累计建

成村级文化中心57万多个。甘肃

“乡村大舞台”、湖南攸县“门前三

小”（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等创

新实践接地气、旺人气、正风气，广

受群众好评。

随着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逐步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能力大幅提升，提供“菜单式”

“预约式”服务成为常态。据统计，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博物馆

推出 2000 余个线上展览，吸引超

50亿人次浏览，让“云生活”演绎出

别样精彩。

提振精神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

年代》掀起年轻人追剧热潮，陈独秀

的扮演者于和伟喜提第27届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对口扶

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从“出圈”迈

向“出海”，在国际市场获得肯定，先

睹为快的海外观众纷纷点赞……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放眼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明之花处

处绽放。用文化提振精神力量，传

承红色基因，形塑亿万中国人的精

神气质。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

图书1.5万种，如今每年出版图书约

50万种。特别是近年来，更是涌现

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好

书’。”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

说，“书荒”到“书海”的跨越，见证了

国家发展、时代进步，也进一步满足

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围绕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

抗击疫情等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团

复排、创排了数千部优秀革命历史题

材、现实题材作品。从民族歌剧《白

毛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到话

剧《人民至上》、彩调剧《新刘三姐》，

再到福州伬艺《血色鸡角弄》、莱派尔

《有事就找咱书记》，一大批反映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的舞台艺术精品，记录历史伟

业，激发革命斗志，鼓舞中国人民从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有没有、缺不缺”到“好不

好、精不精”，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发生了深刻转变。提升文

化内涵、为精神“补钙”的文化旅游

休闲活动备受青睐。

2018年 4月 8日，新组建的文

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诗和远方终

于在一起了！”这一改革实招戳中人

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数据显示，国内游人数从2011年

的 26.41 亿人次增长到 2019 年的

60.06亿人次。与此同时，红色旅游

热度逐年攀升，从2004年~2019年，

每年参与红色旅游的人次从1.4亿

增长到14.1亿。

2021年5月31日，文化和旅游

部联合中央宣传部等推出“建党百

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沿着

中华大地的“红色版图”，人们追寻

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
激发创新活力

古老的紫禁城外，身着雅致汉

服的年轻人排起长队，构成一道颇

具“穿越感”的独特风景。在这些

90后 00后眼中，这座 600 多岁的

皇家宫殿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

“网红”。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赏灯

“上元之夜”，再到“丹宸永固——紫

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故宫正以新

创意创造着新价值。

“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是

传承，让文化遗产成为促进社会进

步、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石。”中国文

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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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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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国42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册）居世界第一，我们走出一条符合

中国国情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之路。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才能赓续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2017年春节前夕，中办、国

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

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作。4年多来，优秀

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

各方面、国民教育各领域，滋养精神

根脉、点亮小康生活。

抓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契

机，各地因地制宜举办一系列接地

气、有生气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许多曾热衷过“洋节”的年轻人

领略到传统节日的魅力。与此同

时，戏曲进校园、进乡村让学戏、懂

戏、爱戏的人越来越多，节令饮食、

中医养生、传统体育渐成时尚。

螺蛳粉近日火了！这次，它晋级

成了国家级非遗。6月10日，第五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185项

公布，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等上榜。

百姓小手艺，致富大产业。柳

州螺蛳粉已发展成为面向全国的特

色产业，带动了养殖、种植、加工以

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解决就业、脱贫致富、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国很多地方，传统手艺正

转化为脱贫生产力。数据显示，

“十三五”以来，有关部门支持各地

设立各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超过

2000家，带动数十万人就业增收。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以文化

焕发出的内生动力，凝聚起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

所蕴含的文明价值导向，滋养新时

代、照亮复兴路。

版权保护有力
网络产业给力
□ 张 贺

创作者安心创作，不必担心被抄袭剽

窃；投资者安心投资，不必担心被侵权而导

致投资打水漂；平台安心运营，不必担心斥

巨资购买的作品被盗播；用户安心消费，不

必担心盗版品质恶劣……加强版权保护，是

推动网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强有力的版权保护为网络文化产业发展

护航，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深化，我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

型不断加速，新的网络文化业态层出不穷，

推动网络版权产业快速发展。不久前，在

由国家版权局主办的 2021 中国网络版权

保护与发展大会上，《2020 年中国网络版

权产业发展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

2020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达

11,847.3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

比增长 23.6%。相比 2016 年的 5003.9 亿

元，“十三五”期间我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

规模增长超过一倍，年复合增长率近25%。

亮眼的数字，描绘出一幅激动人心的

发展图景。以短视频、直播、网络游戏、网

络文学等为代表的网络版权产业的快速发

展，凸显了中国创新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

相结合所产生的强大动能。我国各相关企

业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先进

技术，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快速迭代升

级，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跻身世界网络版

权产业前列，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

力军。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网络

版权产业对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

新动力。

版权保护有力，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才

会给力。从实践看，网络版权产业的快速

发展推动了文化产品质量的有效提升。“内

容为王”的理念在网络版权产业领域日益

普及，创作者与投资者舍得在内容创作和

产品制作上花时间下功夫，精雕细琢、精益

求精，产品质量明显提升。优秀的网络原

创作品无论思想性、艺术性还是观赏性都

有了巨大进步，网络文化产品逐步摆脱了

模仿抄袭、低质幼稚、粗制滥造的标签。精

品力作的不断涌现，成为我国网络版权产

业活力充沛的标志，为文化产业从高原迈

向高峰提供了新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版权保护的体

制机制更加完善，在全社会树立了“保护版

权光荣、侵权盗版可耻”的理念。2020 年

版权保护“剑网行动”中，各职能部门共删

除侵权盗版链接323.94万条，查办网络侵

权盗版案件724件。国家版权局建立版权

保护预警机制，重点作品提前纳入版权侵

权监控，震慑了不法分子的侵权盗版企

图。与此同时，正版理念深入人心，付费用

户跨越式增长，2020年网络版权产业用户

付费收入为5659.2亿元，占网络版权产业

市场规模的 47.8%。为正版付费、为优质

付费、为时效付费等理念在网络用户特别

是青年群体中日益普及。

目前，我国网络版权产业还在不断向

广度和深度迈进，新的用户群体、新的市场

不断被开发出来。坚持保护版权、保护创

新，营造健康有序、权责分明的市场环境，

我国网络版权产业必将更上层楼，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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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数据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逾

30%、产业规模超万亿元、5G终端连接数

占全球 80%以上……早在 2021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个个令人振奋

的数据从现场传出。

大数据这棵“智慧树”
如何改变中国

□ 刘新生

今年以来，江苏省泗洪县深入

贯彻落实《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以提升企业满意度，增强企业

获得感、安全感、公平感为目标，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破除中层梗阻

为重点，以更加有力有效的监督监

管为抓手，创新实施“123”（一个方

案、两大指数、三项机制）工作法，营

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和社会满意

度不断提升。

强化目标意识，一个方案高位

统领推进。瞄准营商环境进入全

省第一方阵，确保全市第一水平目

标，泗洪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

《2021年泗洪县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实施方案》，形成十大专项行动、十

大专题活动等五大类130项任务清

单，召开全县营商环境动员大会，

指明营商环境工作出发点和落脚

点。首先是练内功。打造“泗好

办”服务品牌，设立“办不成事”窗

口，为企业成事；12家牵头单位和

55家配合单位“一把手”走进电视

台谈营商环境、到单位服务窗口走

办事流程，亲身体会，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其次是打擂台。敢于直面

短板弱项，通过人大、政协、组织部

等各方推荐，44名营商环境监督员

上岗“挑刺”；畅通企业诉求渠道，

实行12345“一号受理”、纪委监委

营商环境服务平台“一台监督”、泗

洪县营商办“一办接转”“三个一”

工作机制，搜集企业诉求。再次是

浓氛围。发出倡议书、一封信，在

全社会形成人人、处处、事事都是

营商环境的工作氛围；营商环境重

点部门、岗位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晒

承诺，做到“有承诺内容、有一把手

签字、有监督电话”，书面印发全县

企业家，接受企业监督。

强化问题导向，两大指数提升

突破梗阻。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

关键是解决好营商环境的梗阻问

题。通过实施 50 项改革创新事

项，理顺 30 项体制机制，打通堵

点、痛点、难点问题，同步推进提升

两大指数。提升指标评价指数。

对标省、市先进水平，确立营商环

境17项一级指标、57项二级指标，

主动加压，各项指标不低于省、市

先进水平。“五小行业”开办从以往

7天~10天缩减至0.5个工作日；施

工图审查方式改革为只要提供承

诺即可即到即办；建立商标专利企

业库、政银担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

务机制，截至上半年，为企业累计

融资达 3600 万元；建成江苏省内

首家“水气并轨营业厅”，形成水气

“缴费、报装、体验、咨询”为一体的

新型便民服务营业厅。提升企业

满意度指数。营商环境优不优，市

场主体来打勾，只有真正解决好市

场主体诉求，企业满意度指数才会

得到有效提升。通过开展领导挂

企、企业直报、政企对话等活动，收

集企业在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承

诺兑现等方面问题；制定出台《泗

洪县营商环境问题处置热线平台

工作方案》，形成诉求问题受理、处

置工作闭环；建立“企业宁静日”制

度，除安全、环保检查等依法行政

工作外，坚决杜绝干扰企业生产经

营行为。

强化保障支撑，三项机制助推

追赶超越。组织保障机制。县级

层面加强领导，把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一号工程”，成立领导小组，泗

洪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泗洪县

政府常务副县长、县政协主席任副

组长。泗洪县主要领导统筹调度，

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对重点指标精

准调度、对重点任务精准部署、对

重点问题精准会诊。考核保障机

制。将营商环境工作纳入泗洪县

委、县政府高质量目标考核重要

指标；纳入单项指标表彰项目以及

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考

核评价办法，加强考核结果对干部

提拔使用、职级晋升运用。问责保

障机制。出台营商环境问责追责

移交办法，对交而不办、办而不

力、违规违纪以及企业反响比较

大等问题移交县纪委监委调查、

问责。

坚定文化自信 精彩精神生活
——从“文化更加繁荣”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创新“123”工作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江苏泗洪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破除中层梗阻为重点，以更加有力有效的监督监管为抓手，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和社会满意度

一趟红色教育主题列车，连接起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与嘉兴南湖。图为乘坐Y701次“上海至嘉兴红色

旅游列车”的旅客在铁路上海西站准备出发。 新华社记者 陈 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