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汪建根 E-mail：pinpaiwenhua2006@126.com 电话：010-64296175
8

2012年3月6日 星期二地方文化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悄

然临近。

2 月底的成都，乍暖还寒，只

有望江河畔星星点点的花骨朵提

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2 月 23 日、

24 日，四川相继召开全省文化工作

会议和四川省文化局长会议暨艺

术创作工作会议。文化界济济一

堂，齐聚成都，共商发展大计。会

上正式印发了《四川省“十二五”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规划》提出，到2015年，四川

省文化发展综合实力将达到全国

先进水平，四川文化形象进一步

提升，基本形成与西部经济发展

高地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会议，更

是一次提速快跑前的战术安排。

过去这5年
大跨越开创新局面

2 月 23 日，四川省政府在成都

召开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四川省分

管文化工作的副省长黄彦蓉到场，

对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提出要求。

黄彦蓉在讲话中肯定了过去

5 年尤其是去年全省文化建设抢

抓机遇、主动作为所取得的显著

成效。5 年的大跨越，取得了灾后

文化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公共文

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文化

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文艺创作

生产繁荣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取得

阶段性成果，为四川全省文化繁荣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记者了解到，灾后重建 3 年

来，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对文化建

设前所未有的重视下，四川文化

建设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

体而言，文化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为投资拉动开辟了新渠道；文化

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为社会和谐

创造了新手段；遗产保护服务经

济发展，为经济建设增添了新资

源；文化产业实力不断增强，为科

学发展提供了新支持。

数字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十一五”期间，四川全省文化事业

政府投入加上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近140亿元的投资有效地改善和优

化了政府民生投入的结构；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四川不可移动文物

点 65231 处，居全国第 3 位；近年

来，四川文化系统文化产业年均增

长速度近 20%，2011 年全行业实现

增 加 值 226.6 亿 元 ，资 产 总 额

566.74亿元，营业收入844.58亿元……

进第一方阵
爬坡破难提速发展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

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四川准备如何

应对机遇与挑战？怎样定位自身

的发展目标又如何实现？这是摆

在全省文化系统面前的重大课题。

“总结宝贵经验，抢抓发展机

遇，奋力建设与西部经济发展高

地相适应的文化强省。”这是四川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郑晓幸

工作报告的标题，也是他时时挂

在嘴边、再三强调的提神之语。

建设与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相

适应的文化强省，“相适应”3 个字

意味深长。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二

五”规划的实施，西部区域经济发

展进入内生驱动、优先发展阶段，

更加注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更加

注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

民生改善，更加注重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极，区域内的竞争将更加激

烈。文化是竞争力的源泉。贯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从某种

意义上讲，是全国 31 个省（市、区）

文化建设的一次集体赛跑，也是全

国各省（市、区）文化实力的一次重

新洗牌。在新一轮的文化发展中，

东部、中部、西部处于同一个起跑

线上，完全有可能经济欠发达的地

区利用好了文化资源禀赋，抢抓机

遇，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在某些

方面超越经济发达地区。

提出经济高地与文化强省相

适应，就是必须把四川文化发展

放在建设经济高地的整体战略中

去谋划、定位，促进文化建设更好

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着

眼于四川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推动文化元素成为

产品 价 值 的 核 心

要素，文化资源成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文化素质成

为劳动力素质的首

要因素，文化优势

成为区域竞争力的

重 要 源 泉 。 进 一

步 发 挥 文 化 的 凝

聚力和创造力，促

进 文 化 建 设 与 四

川 省 经 济 社 会 快

速发展相适应，推动文化资源转

变为经济优势，促进精神文化转

化成物质财富，为建设西部经济

发展高地提供强大的竞争实力。

分析不难发现，四川经济发

展现已进入中国第一方阵，经济

总量已处在西部前列。在郑晓幸

看来，文化发展想要跟上经济发

展的快速列车，就要抓住“吃饭财

政”向“发展财政”转变的历史机

遇，跳起摸高抓发展，高位求进谋

跨越，紧跟全国，直追东部，不断

缩小发展差距，抓住时机增创发

展新优势，爬坡破难开创发展新

局面。如此一来，“四川文化改革

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四川文化建

设步入全国第一方阵”的文化建

设的目标才有可能尽快实现。

画发展蓝图
2015年文化综合实力达全
国先进水平

刚刚过去的一年，从文化改

革发展来说，是令人鼓舞、值得铭

记的一年。

一份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四川省“十二五”文化改革发

展规划》勾画出未来几年四川文

化的发展蓝图。

《规划》指出，到 2015 年，四川

省文化发展综合实力将达到全国

先进水平，四川文化形象进一步

提升，基本形成与西部经济发展

高地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让 9000 万四川群众唱起来、

跳起来，笑起来、乐起来，提高他

们的幸福指数。”郑晓幸称，在新

格局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排在首位。按照《规划》，通过几

年努力，四川全省城市将基本建

成“十分钟文化圈”，农村基本建

成“十里文化圈”，实现广播“村村

响”、电视“户户通”“县县有两馆”

“乡乡有综合文化站和广播电视

站”“村村有农家书屋”。

根据《规划》，今年四川省将基

本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

改制任务。到 2015 年，充满活力、

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

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

思想观念的飞跃，既是文化

发展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文化进

步最根本的原因。认清现状，找准

思路，有利于发展的步伐向着更明

晰的目标迈进。日前，四川省文化

厅已下发《2012 年文化工作要点》，

带着忧患意识，带着冲天干劲，四

川，出发了！ （王雪娟）

千年前，老子骑青牛至秦岭，

结庐楼观，著《道德经》，成就了东

方哲思的“灼灼其华”；千年后，西

安曲江新区联合周至县政府，成

就了西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示区

的“大道恢弘”。

2012 年 3 月 2 日，继曲江农业

博览园之后，西安楼观中国道文

化展示区之道教文化区、化女泉

景区、延生观景区在社会各界的

共同关注中全面开放。

与时俱进
以时代精神诠释道文化

古 人 云 ：“ 关 中 河 山 百 二 ，

以 终 南 为 最 胜；终 南 千 峰 耸 翠，

以 楼 观 为 最 佳。”西 安 楼 观 位 于

陕 西 周 至 县 终 南 山 北 麓 ，竹 林

茂 密 ，古 木 成 荫 ，素 有“ 洞 天 福

地 ”“ 道 源 仙 都 ”之 美 誉 ，更 以

“ 古、秀、幽、奇 ”的自然风光闻

名遐迩。

2010 年 1 月 29 日，西安市政

府召开专题会议，决定由曲江新

区联手周至县政府，共同启动实

施西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示区的

开发建设。自此，打造中国一流

道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梦想正式起

航。展示区规划面积 33.04 平方

公里，是以道教文化区、化女泉、

延生观、仙游寺、大秦寺为文化吸

引物，以秦岭终南山峪口生态旅

游、田峪河滨河休闲旅游、秦岭北

麓 现 代 农 业 观 光 旅 游 为 配 套 服

务，以楼观新镇为城乡发展示范

的立体多元的创意旅游综合区。

在弘扬传统中华人文经典、促进

城乡一体化等方面具有强力带动

作用。

高起点规划，大气魄谋篇，西

安市委、市政府对展示区的建设

提出了“统一规划、有效整合、深

度开发、集约经营”的要求，曲江

立 即 联 系 周 至 县 相 关 专 业 人 士

和国际创意及规划团队，对楼观

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重新梳理，

把对历史文化和遗存的展示、研

究、推 广、教 育 与 当 代 的 文 化 生

活、文 化 思 想 结 合，用 当 下 的 方

式与当代受众产生链接，将大象

无 形 之“ 道”用 文 化 与 创 意 展 现

世间，让“道”与时俱进焕发新的

光彩。

创新发展
打造一流道文化旅游目的地

2012 年 3 月 2 日 ，道 教 文 化

区、化 女 泉 景 区、延 生 观 景 区 的

开放，标志着西安楼观中国道文

化展示区的全面开放，标志着楼

观 成 为 一 流 道 文 化 旅 游 目 的 地

的梦想起航，标志着“曲江模式”

在“差异化发展、分类引导、服务

三 农、生 态 宜 居”四 方 面 促 进 小

城 镇 大 战 略 的 积 极 探 索 初 见 成

效 ，标 志 着 “ 政 府 统 筹 文 化 规

划、企 业 组 团 投 资 建 设”全 新 发

展模式首轮实践成功。

道 教 文 化 区 以 老 子 说 经 台

为中轴线，由西安曲江大明宫投

资（集 团）有 限 公 司 投 资 建 设 。

景 区 结 合 了 道 教“ 一 元 初 始、太

极两仪、三才相和、四象环绕、五

行相生、六合寰宇、七日来复、八

卦演易、九宫合中”的文化概念，

依山而建。总体布局形成“一条

轴线、九进院落”，空间序列层次

丰富，表达了道文化对世界的认

知及其深厚的哲学思想。

化女泉景区以老子点化徐甲

的故事为基础，由西安曲江文化产

业 投 资（集 团）有 限 公 司 投 资 建

设。景区以“道泉传说、养心圣境”

为定位，经营项目涵盖了女子养

生、品泉文化、道茶文化等内容。

延 生 观 景 区 以 唐 代 玉 真 公

主出宫入道之处为依托，由西安

曲 江 文 化 产 业 投 资（集 团）有 限

公 司 投 资 建 设 。 景 区 以 道 家 博

大 精 深 的 养 生 文 化 为 背 景 ，以

“ 道源养生、千古名观”为定位，

形成了集道教祈福、养生于一体

的主题景区。

三 大 景 区 与 其 他 已 落 成 景

区，共同由投资方委托西安曲江

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

理。曲江文旅以“ 道”“ 农”“ 峪”

“会”为主线，以展示区文化旅游

资源为基盘，誓将楼观打造成为

“东方达沃斯”式的旅游胜地。

几何裂变
构筑西安旅游新格局

两 年 ，五 大 景 区 建 成 开 放 。

在 西 安 曲 江 和 周 至 县 的 共 同 努

力下，西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示

区风骨初现，肌理均匀，再现“关

中 河 山 百 二，以 终 南 为 胜；终 南

千 峰 耸 翠，以 楼 观 为 佳”的 昔 日

胜景。

展示区五大景区联动，促进

中 国 一 流 道 文 化 旅 游 目 的 地 礼

成，带动秦岭北麓文化旅游产业

的 全 面 升 级 。 秦 岭 见 证 了 终 南

文 化 和 楼 观 人 文 的 变 迁 。 大 秦

岭包容大旅游，大旅游传承大文

化，大文化浸润大秦岭。在西安

楼 观 中 国 道 文 化 展 示 区，文 化、

生 态 与 旅 游 相 互 交 织 并 形 成 闭

环，这 是 文 化 动 能 的 循 环，这 是

生态链条的循环，这是旅游经济

的循环。

自此，一幅展示区浓墨重彩

的画卷将徐徐展开：秦岭人文山

水晕染铺陈，道文化景区星罗棋

布，万 亩 观 光 农 业 完 美 呼 应，温

泉、田园、滨河多主题星级酒店全

面布局，当地居民、宗教人士、都

市新农夫、旅游从业人员和国内

外游客和谐共处诗意栖居……

自此，西安市的旅游格局将

面 临 新 的 裂 变 ，我 们 有 理 由 相

信，因为西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

示区，到访西安的游客人均逗留

时间将从 2.5 天延长至 3 天甚至

更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西

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示区，秦岭

北 麓 将 从 西 安 市 民“ 后 花 园”华

丽 转 身 为 大 隐 于 市 的 会 奖 旅 游

目的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因

为西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示区，

中 国 道 文 化 将 与 现 代 服 务 业 完

美 融 合、具 化，随 着 展 示 区 的 声

名远扬而无限演绎并历久弥新。

以强烈的文化自觉 建设与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相适应的文化强省

四川文化谋划起飞前的加速跑

春天里的故事——四川文化成长记录（上） 引言引言：：为深刻记录四川文化系统的观念之变为深刻记录四川文化系统的观念之变、、创新之路和美好前景创新之路和美好前景，，本报将从今日起陆续推出本报将从今日起陆续推出《《春天里的故事春天里的故事———四川文—四川文
化成长记录化成长记录》》上上、、下篇下篇，，旨在与全国文化系统共同分享旨在与全国文化系统共同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弘扬世界精神遗产 传承中华人文经典

西安楼观中国道文化展示区3月2日全面开放

经验分享一 人才兴文 改革创新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2月20日，四川省文化系统上挂厅机关人员人才工程正式启动，

16名从省图书馆、省文化馆、省考古院、四川艺术职业学院等10家直

属单位调拨的干部员工正式参与省文化厅各处室实际工作。这一工

程旨在建设一支门类齐全、业务精湛、品德优良的文化人才队伍。

近年来，四川省文化系统始终坚持在改革中强化管理，以科学

管理保障改革。一方面锐意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深化公

益性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完善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全面实

施人才兴文战略，着力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文

化人才队伍，努力使文化发展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经验分享二 提升文化软实力 厅长亲自“走转改”

春节刚过，四川省文化厅党组就召开专题会议，围绕省委“稳

定增势、高位求进、加快发展”工作基调和建设与西部经济高地相

适应的文化强省目标，集中分析研究破解文化改革发展中的难题，

有效防范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

腐败的危险，并决定在文化系统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

动，深入厅直文化单位大走访、大调研，了解现状，剖析问题，探索方

法，总结文化建设中涌现的新经验，推动文化单位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创新机制、健全制度、调整结构、提升素质，切实加强党要管党的

责任，增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 月 6 日到 11 日，由四川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郑晓幸率

队，先后到四川歌舞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交响乐团、四川博物

院、省文物总店、省艺术研究院、厅剧目工作室、非遗中心、省川剧

院、省曲艺团、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开展走访调研。

郑晓幸一行既听取班子工作汇报，也听取中层干部、业务骨

干、党员群众及离退休人员代表的意见、建议，在多方分析了影响

单位发展的问题、症结后，文化厅党组及相关处室又与各单位共

同研究推动又好又快发展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就班子思想作风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工作、管理制度建设、业

务工作开拓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强调要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厅直文化单位党的建设工作，为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组织保证。

“走转改”活动的开展，在四川省文化厅厅直文化单位产生了

良好反响，干部职工均表示鼓舞了干劲、认清了形势、明晰了问

题、开拓了思路，既受到鼓舞和激励，又感到压力和责任，并表示

将总结经验、剖析问题、积极整改，结合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

会、四川省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找准工

作着力点和突破点，确保“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和省十次党代会的召开。

灾区群众文化过年 林 雪 摄

统筹城乡成为了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

四川省文化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