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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山西省晋中市委、市

政府按照中央、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

战略部署，坚持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调结构、促转型、

惠民生的重中之重，精心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全面推

进文化强市建设，文化产业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

展黄金期。晋中市委宣传部作为全市文化产业发展

的牵头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据

山西省统计局反馈：2013 年，全市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达到 1216 家，法人单位增加值完成 29.89 亿元，绝对量

增加 3.3 亿元，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3%；

全 市 文 化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增 加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2.92% ，比 上 年 提 高 了 0.22 个 百 分 点 ，高 于 全 省 平 均

（1.87%）1.05 个百分点，总量和占比均保持全省第二。

如果按旧的统计口径估算，2013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应在 5.7%以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晋中文

化强市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之一。他们主要的做法和经验是：

战略摆位，突显文化产业的支柱地位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号角，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国上下掀起了新一轮文化发

展热潮。晋中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良好的产业基础，

且顺时应势、趁势而上。因此，在 2012 年的晋中市委全

委会上，制定出台的《关于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实施意

见》，明确把文化强市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全市重要

的战略目标之一，把文化产业作为晋中建设全省“四化”

率先发展区、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依托，提出了到 2015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比重实现保 6%争 8%

的奋斗目标；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并聘

请广州博为咨询集团、深圳雅克公司分别着手编制《全

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和《晋中市文化

产业创意园规划》，形成了高层设计、高标定位、高位推

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新局面。

政策扶持，构建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在推动全市文化产业发展中，他们在外出考察学

习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晋中市文化旅游

产业招商引资和吸引民间投资优惠政策》、《晋中市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晋中市文化产

业担保资金实施细则》和《晋中市“文化产业金融服务

年活动”方案》，构建起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机

制。现在晋中市财政每年安排 3000 万元专项资金，各

县（区、市）也分别安排 500 万至 1000 万元专项资金，市

县联动，通过采取贷款贴息、贷款担保、项目补贴、项目

资助、奖励等多种方式，支持文化企业和重点项目发

展。2012 年至 2014 年全市共扶持市级重点文化产业

项目 159 个，其中贷款贴息扶持项目 65 个，共落实银行

贷款 24.96 亿元，市级安排落实贴息资金 4754 万元，补

贴项目 67 个，补贴资金 3346 万元；贷款担保项目 2 个，

担保贷款 400 万元，奖励项目 25 个，奖补资金 600 万

元，带动社会投资近 60 亿元，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

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实现了金融资本、民间资本与

文化资源的有效对接。

项目带动，强化对文化产业的支撑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通过项目主体申报、县级初审推荐、文产办实地考察、专

家评审、领导组集体研究的办法来严格筛选确定市级重

点文化产业项目，并对纳入其中的项目实行跟踪服务，

建立了年初考察遴选、平时跟踪督察、年中观摩检查、年

末考核验收、年度绩效评价的推进管理机制，做到了跟

踪服务不断线、督察验收全覆盖。2012 年至 2014 年全

市实施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 82 亿多元，已

有 105 个项目基本建成并投入运营。印象系列《又见平

遥》实景演出项目成为全省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成功

范例；绵山风景区、乔家大院相继成功创建为国家 5A 级

景区；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狂欢谷项目成为山西第一个

主题公园；张兰民间工艺品市场成为中外民间收藏者的

“文化驿站”，也是中国农村最大的古玩市场之一；左权

花戏歌舞剧《太行奶娘》走进了国家大剧院，赴北京军区

进行了慰问演出，成为教育部高雅艺术进校园推荐剧目

之一；3D 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荣获中宣部第十三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部门联动，凝聚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文化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形成合力抓、抓合

力的长效工作机制。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工作中，晋中

市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文化强市建设领导小组和由

宣传部部长任组长的文化旅游名市建设领导小组，市县

两级成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设在宣传部。工作

中，他们始终注重发挥领导组运行体制下市县两级和各

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重点推进项目实行了市

县联动的办法，即专项资金扶持市县共担、项目考核市

县同行；在组织领导机制方面，实行了由领导组办公室

牵头，成员单位分工负责，构建起了党政齐抓共管、人大

政协监督配合、部门分工负责、社会积极参与的新机制，

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了项目推进合力。

下一步，他们将围绕建设“世界晋商文化复兴地、

中国休闲养心目的地、山西创意产业新高地”的目标定

位，加快编制全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强化规划的引

领和整合作用，推进文化资源整合，优化产业布局；建立

完善项目建设推进机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规范项目

管理；做好项目储备，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加强资金管

理，实现廉洁发展，为重塑山西形象、建设文化强省做出

更大贡献。

主动适应新常态 改革创新促转型
—山西省晋中市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喜人

平遥古城拥有 2700多年历史，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20

处，其中国家级 19 处。整座古城基本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完

整风貌，被誉为古代县城的“活标本”，是中国汉民族建筑文

化、寺庙文化、宗教文化、吏治文化、儒学文化和民俗文化等

诸多元素的文化构成体。漫步古城，可以领略到国内保存

最完整的古城墙、“中国现代银行的鼻祖”——日升昌票号、

“东方彩塑艺术宝库”——双林寺、世存珍贵的五代时期木

构建筑——镇国寺万佛大殿等文化遗存。作为中国汉民族

历史文化的多元载体，平遥古城展示了集独特历史风貌、纯

朴民俗风情、丰富文化内涵于一体的城市魅力，汇聚了更多

的人气和共识。依托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平遥县培育和

打造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中国年、《又见平遥》等一系

列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已发展成为展示民族形象的文

化窗口、扩大对外交流的文化口岸，山西省旅游龙头、中国

优秀旅游目的地、国际型旅游城市。

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平遥推光漆器始于唐开元年间，盛于明清，历史悠久，堪称中国“四大漆

器”（平遥描金彩绘、扬州点螺、北京金漆、福州脱胎），又称平遥“三宝”（推光漆

器、牛肉、长山药），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国家出口免检产品，产品远销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2006 年，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平遥推光漆器以其手掌推光和描金彩绘技艺而著称，采用天然大漆髹饰，

经过木胎、灰胎、油漆、彩绘、推光等特殊工艺制作而成。外观古朴雅致，绘饰金

碧辉煌，手感细腻滑润、耐热防潮、耐酸碱、抗老化、经久耐用，实为漆器中之精

品。主要制品包括柜、箱、家具、屏风、首饰盒等，普遍用于宫廷、庙宇、书房、厅

堂等，集实用、观赏、收藏、馈赠于一体。

2010 年，平遥县推光漆器协会申报注册了平遥推光漆器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截至目前，平遥县推光漆器经营单位有 140 余家，其中专业生产经营单位

103家，规模较大的有 40家。全县漆器行业形成了“唐都”“永隆”“恒隆泰”“宏源

泰”等多个品牌，从业人员达 2000余人，年产值超 7000万元。

平遥推光漆器

牵绣是晋绣的一种，是在已加工好的织物上，以针引线，按照设计要求进行

穿刺，通过运针将绣线组织成各种图案和色彩的一种技艺。和顺民间牵绣，有

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图案纯朴、色彩艳丽、构图简洁、造型夸张、针法多样、

绣工精致。这些来自民间的牵绣艺术品都出自农村劳动妇女之手。

和顺民间牵绣品虎跃龙蟠、龙飞凤舞、色彩鲜艳、美厚端庄、形象逼真、淳朴

秀丽、刻画精妙、神情兼备，以前多为日常用品，主要有鞋垫、肚兜、帽子、耳套、

枕头、荷包、针线包、粉线袋、钥匙套、坐垫、香包等，图案多以莲生贵子、二龙戏

珠、十二生肖、福海无边、祥龙献瑞、丹凤朝阳、五子夺莲、孔雀开屏、喜鹊登梅、

松鹤延年、凤凰牡丹等吉祥图案和虎、狗、狮、花草、昆虫等动植物为主，随着时

代的发展，昔日的日常用品已经成为现在的民间手工艺品。

柔力球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体

育理念完美融合的典范，不仅展示出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而且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

包容特质，是晋中对中国乃至世界体育的一

大贡献。

作为运动发源地，晋中始终秉承柔力球

运动是晋中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基

本理念，致力于柔力球运动的普及与传播。

连续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

交流大会，极大提升了柔力球的知名度，有力

促进了柔力球运动在群众中的推广普及，全

市经常参与柔力球运动练习人数达 20 余万。

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连续 3 次被国

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授予“体育旅游精

品赛事”。2014 年，晋中市人民政府被国家

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授予“柔力球运

动贡献奖”。

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由山西谊融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电影学院 421 工作室联

合出品，搬上银幕以后获得巨大成功，先后荣

获 第 二 十 九 届 中 国 电 影 金 鸡 奖 最 佳 美 术 片

奖 、香 港 中 国 电 影 展 2013 年 官 方 展 映 作 品 、

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

秀动画片奖、第六十七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

节官方展映作品、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第二届动漫奖最佳动画电影奖、2014 年“天马

杯”中国动画电影最佳长片奖。动画电影《终

极大冒险》项目获得晋中市文化产业专项资

金资助扶持，其制作单位山西谊融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荣获晋中市文化产业项目建设贡献突

出单位称号。

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22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80%以

上，素有“三教圣地、五台下院”的

美称。

2015 年 8 月 1 日，历时两年打

造 的 大 型 山 水 实 景 剧《轮 回 乌 金

山》在乌金山狂欢谷上演。全剧以

乌金山大慧石为主线贯穿始终，分别

讲述了乌金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将

水晶院开山鼻祖清远大师、战国时期

榆次聂村剑客盖聂、后汉皇帝刘知远

和皇后李三娘、晚清爱国名将张彪的

故事搬上舞台，也将乌金山厚重的历

史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榆社县云竹湖位于县域西南部，距县城 22公里，属海河流域南运河水系。云竹湖原名“云竹水库”，

始建于 1959年，建成于 1960年，水域面积 11.22平方公里，总库容 8700万立方米，流域总汇水面积 353平

方公里。云竹湖湖面广阔，边缘蜿蜒曲折，形态丰富多姿、风景秀丽、景色宜人，被誉为“太行明珠”。

绵山位于介休城南 20 公里处，因春秋晋国大夫介子推功不言禄隐迹被焚于此，成为中华民

族最古老的纪念性节日——寒食节、清明节的发源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之一。绵山集山光

水色、文物胜迹、佛道寺院、革命遗址于一山，可谓“无峰不奇，无水不秀，无洞不幽，无寺不古，无

景不典”，目前已形成龙头寺、龙脊岭、李姑岩、蜂房泉、大罗宫、天桥、一斗泉、朱家凹、云峰寺、正

果寺、栖贤谷、介公岭、水涛沟、古藤谷 14 个景区 360 多个景点，并于 2013 年 9 月成功创建晋中第

一家、山西第四家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

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位于祁县

东观镇乔家堡村，目前已对游人开放

的“在中堂”院落是清代富商乔致庸

的宅第，占地 10642 平方米，建筑面积

4175 平方米。整个院落呈双“喜”字

形，分为 6个大院，内套 20个小院，313

个房间。1986 年正式对外开放，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北方

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有“皇家看故

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闻名于 世 的 大 寨 ，位 于 太 行 山 西 部 ，

山西省东部，物华天宝、人文荟萃、风景秀

丽 ，是 山 西 省 著 名 的 特 色 景 区 、全 国 农 业

旅游示范点、国家 4A 级景区。山负龙踞虎

盘之雄，水占含华毓秀之胜的大寨虎头山森

林公园，松涛浅唱、秀色四季、诸美迭见、宛

若天成。

为了弘扬伟大的太行精神，传承

保护民间艺术，2012 年在纪念左权将

军牺牲和左权县易名 70 周年之际，左

权县委、县政府依托红色文化和民俗

文化，成功打造了歌舞剧《太行奶娘》。

该 剧 以 左 权 民 歌 小 花 戏 为 音 乐 基

础，以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太行 山

上 左 权 县 的 真 实故事为题材，再现

了 当 年 军 民 亲 如 一 家 ，共 御 外 来 侵

略的感人场面。歌颂了“太行奶娘”

乐于奉献、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伟

大情怀。

灵石籍版画家力群、牛文在全国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是珍贵的文化资

源。灵石县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建

设开放了力群美术馆、牛文美术馆，

成功举办了 2012 年、2014 年中国灵石

国际版画双年展，版画艺术学术研讨

会，中国版画进万家——美丽灵石行

等活动，成立了灵石版画家协会，收

藏了 400 余幅中外著名版画家的作

品，为打造中国著名的版画基地奠定

了基础。

榆次·乌金山
国家森林公园景区

和顺·晋绣

柔力球运动

动画电影《终极大冒险》

祁县·乔家大院

国家4A级景区——
大寨景区

大型左权花戏歌舞剧
《太行奶娘》

灵石·版画艺术

介休·绵山

榆社·云竹湖

大型实景剧《又见平遥》

晋中艺校演出的晋中秧歌儿童剧《好女丫丫》

祁县·红海玻璃工艺品

（本版图文由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提供）

平遥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展销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