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9个国家艺术院团、中国国家画院和中国美

术馆，坚持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加强艺术创作规划，不断完善艺术创作生产机制，牢记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有序推进

艺术创作，以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树立起国家艺

术院团的良好形象。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5年1月至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赴甘肃庆

阳地区开展实践活动，同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

题创作做收集素材的准备，共整理创作小稿近400幅。3月，油

画院师生奔赴甘南藏区迭部县扎尕那进行写生创作。7月 30

日，研究院主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画院、中国油画院写生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下一阶段，中国艺术研究院将密切围绕文化部“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部署开展创作工作，在经费方

面优先支持体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主旨的创作活

动。通过规划方式，将此项活动纳入未来3年的中期预算，通

过展览、出版来检验活动的成效。

国家京剧院

为规范剧院艺术创作程序，提高艺术创作质量，剧院制

定了剧目论证办法，形成从建立论证专家库、征集剧本、论证

剧本、进行二度创作等一套完整的制度。

2016年拟创排现代题材剧目《休恋逝水》和革命题材剧

目《党的女儿》。《休恋逝水》以京剧名旦顾正秋为生活原型，改

编自《顾正秋回忆录》；《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是为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创排的。拟复排《打金砖》、《野猪林》、

《李逵与宋江》、《九江口》、《柳荫记》、《谢瑶环》、《秦香莲》、《蝶

恋花》、《碧玉簪》、《乾坤福寿镜》等一批名家代表剧目。2017

年，剧院拟创排“两弹一星”题材的现代京剧《横空出世》。

中国国家话剧院

2015年下半年，将继续着力为话剧舞台呈献一批具有艺

术性、思想性、观赏性的话剧作品。原创剧目《北京法源寺》、

《我们的爱在空中相遇》、《满福楼》、《牡丹亭》等将陆续进入

实施阶段。9月 3日、4日，向抗日先烈致敬的《中华士兵》和

由该院引进、制作的舞台剧《战马》中文版将分别与首都观众

见面。10月，《中华士兵》、《长夜》、《枣树》、《暴风雪》、《萨勒

姆的女巫》、《红色》、《战马》7部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优秀

作品将亮相“中国国家话剧院2015年上海演出季”，杭州演出

季、台北演出季也将陆续开启。

中国歌剧舞剧院

为保障作品艺术质量，院领导亲临一线，加大力度，狠抓

创作，成立艺术委员会，召开剧目研讨会。

2015年，中国歌剧舞剧院计划创排剧目 10部，新创剧目

有歌剧《号角》、《星海》，民族音乐会《国之瑰宝》，交响音诗《复

兴》，舞剧《赵氏孤儿》；复排剧目有歌剧《伤逝》、歌舞晚会《四季

情韵》；修排打磨剧目有舞剧《孔子》、《恰同学少年》，歌剧《红河

谷》。2015年下半年，《号角》、《星海》、《国之瑰宝》、《复兴》、《赵

氏孤儿》将进入排演阶段；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舞剧《赵氏孤

儿》将于11月上演；复排歌剧《红河谷》将于12月上演。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2015年下半年，集团以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为艺术创作

工作的抓手和近期目标，已经确定两台剧目参加演出季，分

别为大型环球经典音乐会《东方之声》和大型环球歌舞情景

秀《东方之爱》。另外，集团和延边大学合作，为集团歌唱家

崔京浩推出《东方情——崔京浩音乐会》；集团还将与中演院

线合作举办“《东方之声》、《东方之爱》中国行”国内巡演，12

月20日正式拉开巡演序幕。

2016年集团计划推出两部剧目：与陕西省志丹县合作的民

族舞剧《兰花花》，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大型演出。

中国交响乐团

今年将推出 4 台不同形式、内容的抗战主题交响音乐

会。10月将在云南建立第 3个“中国交响乐创作基地”。10

月 18日，在云南红河大剧院举行“云之南”交响音乐会。11

月4日，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委约作品《中国梦随想》。

未来 3至 5年，将围绕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特色文化、“海

峡两岸”“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主题或

题材，打造有关音乐会品牌。目前，已拟定2016年5月至6月，

文化部确定的中东欧十六国来华交流艺术家将由国交原创

基地（武汉、云南、厦门、重庆）提供采风场所及落地服务。艺

术家创作周期为一年左右，最终形成 3至 4场音乐会。同时，

中国作曲家也将前往中东欧十六国进行采风创作，委约的作

品将在2017年上演。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剧院在今年的排演计划如下：完成抗战题材儿童剧《红

缨》的首演，组织《小飞侠彼得潘》、《东海人鱼》、《红缨》参

加“2015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演出，组织《岳云》赴吉

林、《特殊作业》赴青海公益演出，继续做好对口帮扶 5 所小

学的艺术普及工作，完成系列组合剧“中国故事”之《成语

魔方》（二）和大型童话剧《花神》的创作，完成《西游记》第

二部赴泰国曼谷、《三个和尚》赴法国巴黎、《三只小猪》赴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成语魔方》（一）赴我国台湾地区巡

演的出访演出工作，积极筹备 2016 年中国儿艺建院 60 周

年纪念活动等。

中央歌剧院

今年下半年的工作重点是打造原创歌剧《我的母亲叫太

行》。该剧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献礼剧目，将于10月首演。

此外，将在意大利梅拉诺艺术节上演钢琴协奏曲《黄

河》；在第 61届普契尼艺术节和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艺术

节上演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金陵

祭》、《黄河大合唱》，推出瓦格纳鸿篇巨制《尼伯龙根指环》

之四《众神的黄昏》，举办列昂卡瓦洛经典歌剧《丑角》音乐

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交响音乐会、歌剧 gala音乐会；在北

京民族剧院举办合唱音乐会，在保利剧院举办歌剧经典作品

音乐会，在北京英蓝大厦歌剧厅举办欧洲歌剧巡礼——英蓝

圣诞歌剧音乐会，在宁波大剧院举办新年音乐会。

中央芭蕾舞团

2015年上半年，剧团新创、上演了《第六届WORKSHOP芭蕾创

意工作坊》、《追梦——新人新作暨演员考核晚会》，复排、演出了

《天鹅湖》、《吉赛尔》、《堂·吉诃德》、《红色娘子军》等9台保留剧

目及威廉·福赛、罗兰·佩蒂大师的作品选段及若干现当代节目。

下一阶段，剧团将创作中型舞剧《四季》。《四季》以芭蕾

语汇刻画梅、兰、竹、菊“四君子”形象，将于 12月在第二届中

国国家芭蕾演出季全球首演。剧团还聘请丹麦皇家芭蕾舞

团原团长创排、打磨古典芭蕾舞剧《仙女》，将于 11月中旬在

第二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首演。

中央民族乐团

2015年下半年做好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展演创作及演

出工作。乐团展演剧目共有 3台，分别为《又见国乐》、以“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主

题的大型民族音乐会《国乐的追思》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同台演出音乐会。继续做好帮扶全国各地民族乐团创

作工作和全国青少年民族管弦乐作品征集的展演创作工作。

办好全国民族管弦乐队业务骨干培训工作。乐团将在2015年

组织全国民族乐团（队）各业务骨干来北京，参加由中央民族乐

团组织的专业培训。2015年12月，乐团计划在美国华盛顿肯

尼迪艺术中心、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林肯艺术中心分别上演《又

见国乐》、《泱泱国风》和《印象·国乐》专场音乐会。

以学术性为基础探索专业化民乐创作与表演，以人民的喜

闻乐见为基础进行创作表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国家画院

2015年上半年，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了一系列创作活动，

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国国家画院走进延安主题实践活

动、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览等。

下一阶段，画院将深入推进“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工程”，

将在10月举办“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2015年底，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以“写意中国”为主题的年度院展。11月，

在上海举办“写意中国——中国国家画院邀请展”。继续“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组织艺术家深入陕西、广西、云南、内蒙古等丝

绸之路美术创作沿线地区开展创作活动。以展览带动创作，落

实四级展览制度。

中国美术馆

正在展出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和纪念抗战胜利俄罗斯作品展，综合了艺

术家、史学家与美术馆人的学术策划、专业研究，打造出配合国家

重大政治活动的文化艺术氛围。10月，中国美术馆将与中国文

联、中国美协联合主办“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美术作

品展览”。9月、10月将赴新疆举办“典藏活化系列——我们新

疆好地方”展览，12月赴宁夏银川举办“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

走向西部——中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勇攀艺术高峰

——2015年国家艺术院团艺术创作工作会议召开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国家艺术院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创作生产优

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充分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勇攀艺术高峰，文化部 8月 25

日在京召开国家艺术院团艺术创作工作会议，总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工作成效，研究部署 2015 年下半年及今后的艺术创作工

作，并对文化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进行表彰。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出席会议并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颁发荣誉证书，副部长董伟出席会议并讲话。文化部有关司局、中国艺术研究院、9个直属艺术表演团体、

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负责人和艺术家代表共 300 人参加会议。会上，受表彰先进个人和集体的 5名代表发言，12 个单位负责人汇报学习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介绍

下半年重点创作计划乃至今后 5年的艺术创作规划。

加强艺术创作规划，努力推出优秀作品

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国家艺术院团艺术创作取得新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后，文化

部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文化系统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学讲

话、用讲话，在融会贯通、寻找差距上下功夫，以讲话精神推

动艺术创作。近一年来，国家艺术院团认真学习领会讲话

精神，努力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艺术创作生产的动力和

具体举措，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

一、艺术创作空前活跃。国家艺术院团紧扣时代脉搏，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重视并

加强原创，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周年为契机，创排了一批抗战题材剧节目，如国家京

剧院的《西安事变》、国家话剧院的《中华士兵》、中国歌剧舞

剧院的《星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东方之声》、中国交响

乐团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音乐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红缨》、中央歌剧院

的《我的母亲叫太行》、中央民族乐团的《国乐的追思》等，将

在今年的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期间集中搬上舞台。中央芭

蕾舞团的《鹤魂》、中央歌剧院的《北川兰辉》等，唱响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中央民族乐团的《又见国乐》创新演绎经

典名曲，让观众耳目一新。

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力度空前加大。今年以

来，按照中宣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国家艺术院团已经组

织 150 批次上千名艺术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艺术采

风、结对帮扶、慰问演出等活动，涌现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画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中央芭蕾舞团演员队

以及刘长瑜、白皓天、斯日吉德玛、马彦伟、周宏、胡绍祥、赵

东升、李延声等一批先进典型。艺术司组织歌剧《白毛女》

主创人员赴河北省平山县河坊村体验生活，与老乡们同吃

同住同劳动。国家京剧院《西安事变》、《伏生》剧组，中国歌

剧舞剧院《号角》剧组，中央芭蕾舞团《鹤魂》剧组，中央歌剧

院《北川兰辉》剧组，多次赴基层实地采风，积累创作素材；

国家话剧院与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结对帮扶；中国交响乐团 5

年来帮扶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北斗村农民管乐队；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要求创作人员每年定期深入校园；中央民族乐

团在贵州黔东南州建立民族音乐发展基地；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国家画院组织系列写生活动等。

三、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我们

的中国梦”“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公益性演出活动持续开

展。2015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突出文化惠民，100元以下

的演出票将占到总票数的 50%左右，同时将首次组织开展国

家艺术院团联手基层艺术人才同台演出活动。国家艺术院

团自主举办的品牌演出活动，如国家京剧院的“新春”“五一”

演出季，中国交响乐团的音乐季，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第五

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等，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国家话

剧院首次举办“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推出 35台剧目；以“众

筹”模式运作《战马》中文版，短时间内筹资达数百万元。中

国美术馆发掘藏品优势，策划举办了“典藏活化”“弘扬中国

精神”“国际交流”“国家美术收藏与捐赠”四大系列展览。

四、不断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央芭蕾

舞团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牡丹亭》，登上美国林肯艺

术中心舞台，演出场场爆满。国家话剧院赴英国、匈牙利演

出话剧《理查三世》，中国歌剧舞剧院赴澳大利亚演出舞剧

《孔子》，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今年已有两台

剧目出访 6个国家和地区，还首次受邀赴第十三届俄罗斯国

际戏剧节进行交流访问。中国美术馆首次赴墨西哥举办了

3 个中国当代艺术展和中国民间艺术展。国家京剧院与意

大利合作改编歌德的经典名作《浮士德》，将于 10 月赴意大

利巡演 13 场。中国交响乐团将于 10 月赴日本东京参加亚

洲音乐节。中央歌剧院在意大利第 61届普契尼艺术节期间

演出《图兰朵》。中央民族乐团将于 12月赴美，上演《又见国

乐》、《泱泱国风》和《印象国乐》。

五、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国有艺术院团体制改革

是文化系统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不断推动转企改制院团

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文化企业特有的经营理

念和治理结构。保留事业性质院团深化用人机制、分配机

制、保障机制等内部改革，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艺术院团

普遍实施了全员聘任、岗位管理、绩效考核、成本核算制度

以及多元化分配制度等，调动了演职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进一步增强了院团活力。

努力推出优秀作品，勇攀艺术高峰

国家艺术院团取得新成效、新进展的同时，对照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与国家

艺术院团的定位和职责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国

家艺术院团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精品力作不多，有数量

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艺术创作生产缺乏长远规划；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高精尖”的艺

术人才不足；领导班子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下一步，国家

艺术院团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把创作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把作品作为

自己的立身之本，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优秀作品。

一、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勇

攀艺术高峰。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刻

认识文艺工作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认清找准文艺工作的位置和着力

点，思考推动艺术创作的措施和办法。国家艺术院团的天

职，就是要创作演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

够反映时代精神和中国新形象的优秀作品，不仅代表国内

最高水平，而且能够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坚持崇高艺术理

想，塑造国家艺术形象”，是国家艺术院团共同的追求和使

命。要充分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

作用，静下心来，集中精力抓创作，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把攀登艺术高峰、摘取艺术皇冠作

为孜孜以求的目标，既要有攀登高峰决心和勇气，也要有攀

登高峰的途径和方法。

二、切实做好艺术规划，提高艺术创作生产的前瞻性和

针对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结合“十三五”规划的调研和编制工作，科学制定今后 5年乃

至更长时期的艺术创作规划和年度创作计划。创作计划要

具体可行，做到“顶天立地”，既要有宏观思考、全局意识和国

际视野，也要从实际出发，遵循艺术规律，满足基层广大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突出重点，注重提高艺术质量，不

能好大喜功。今年开始，文化部实施了戏曲剧本“三个一批”

计划，整理改编一批、移植一批、原创一批，解决剧本匮乏的

问题。剧目创作要坚持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三并

举”方针，重点抓好“中国梦”“两个一百年”“一带一路”等重

大现实题材创作，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巨变、人民群众

的伟大实践和多彩生活。同时，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艺，用

国际熟悉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实现“舶来艺术”的民族化

和中国艺术的国际化。

三、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建

立健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长效机制、经费保障和考核

评估机制，做到“三个结合”，即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与人才

队伍建设相结合，与基层联系点建设相结合，确保活动不

走过场，取得实效。艺术司将与人事司共同研究制定《文

化部直属艺术单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管

理办法》，对国家艺术院团开展“深扎”活动的原则要求、组

织保障、考核激励、宣传交流等进行明确规定。今后，争取

设立“深扎”活动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和表彰奖

励的力度。

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创作资金管理办法。为加强艺

术创作的经费扶持和规划管理，多出优秀作品，文化部正研

究修订《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重点剧节目创作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把资助标准设为重点资助和一般资助。重点

资助主要面向经过严密论证和精心策划，符合文化部年度

艺术创作计划、体现时代主题、对本门类艺术的传承发展具

有重大引领示范作用的剧目。重点资助的优秀剧目还可以

得到滚动资助，解决其打磨提高和扩大演出的问题。国家

艺术院团要根据新的管理办法和规定，调整创作思路，抓住

创作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千方百计地吸纳和培养一流人才。要以事业留人、

感情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

严格人才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和手段。采取“请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培养一批既懂艺术，也懂经营、

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建设一支门类（行当）齐全、德艺双

馨、老中青相结合的艺术人才队伍。此外，还要发挥国家艺

术院团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积极接纳基层艺术人才，特别是

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艺术人才到国家艺术院团进修，帮助

他们提高艺术水平。

六、进一步加强院团自身建设。按照“三严三实”的要

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党风

廉政建设，力求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确保剧院风清

气正，健康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留事业

体制的院团要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成

本核算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已经转企改制的院团要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要加强艺术创新，

提高品牌塑造能力、市场运营能力和现代传播能力，悉心

培育观众群体和演出市场，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新成果和

新兴媒体，增强艺术作品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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