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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肖维波

要 闻

本报讯 （记者薛帅）经过 6000 余公里的行驶，10 月 16 日，

“澜湄文化行”友好车队顺利抵达泰国曼谷，欢迎活动当晚在曼

谷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泰国副总理塔纳萨，中国驻泰国大使

吕健，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部长葛甘，泰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散迪，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助理、文化部代表团团长王晨，

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宁波市代表团团长王建云等中泰嘉宾

与澜湄各国驻泰使节出席欢迎活动，对“澜湄文化行”车队活

动给予高度评价。

塔纳萨对队员们表示欢迎和感谢，认为活动向中国推介

了泰国具有历史文化底蕴与人文特色的北部及东北部城市，

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友人对泰国不同地区风土人情的了解，增

进了泰中双方文化交流。吕健表示，中泰两国旅游合作互补

性强，发展前景广阔，相信此次“澜湄文化行”活动将有力推

动两国人文领域尤其是旅游业的交流与合作。王晨表示，深

化澜湄地区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夯实区域、次区域合作的

民意与社会根基，将推动形成“6+1>6”的效应，助力构建更

为紧密的“澜湄命运共同体”。

本次澜湄文化行活动共有 13辆车 40名成员，其中包括中泰

两国媒体记者。活动主办方表示，“澜湄文化行”将有效加深域

内各国人民在艺术、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等方面的相互理解，进一步推进文化、旅游协同发展，为夯

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各国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发挥积极

作用。

当晚的欢迎活动上，来自中泰两国的艺术家们表演了富

有各自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宁波市慈溪青瓷瓯乐团带来

《茉莉花》瓯乐表演，宁波市演艺集团演员带来唢呐独奏《喜

庆》、葫芦丝表演《月光下的凤尾竹》，泰国本土艺术家带来泰

国皮影戏表演《罗摩衍那》，现场观众沉醉于中泰传统文化与

民族艺术的浓郁氛围中。

据悉，“文化+旅游”是“澜湄文化行”友好车队活动的两

大特色，一路走来精彩不断。车队中的中泰两国媒体一路报

道，帮助两国民众了解沿途各国各地风土人情、人际交往、宗

教 文 化 和 民 间 习 俗 。 车 队 于 9 月 24 日 由 宁 波 始 发 ，途 经 浙

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五省区，于 10 月 9 日进入泰国北

部，随后向南行进抵达曼谷。泰国行程结束后，车队还前往

柬 埔 寨 、老 挝 两 国 的 多

个 城 市 ，前 后 历 时 31

天 ，总 行 程 将 超 过 1 万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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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副总理塔纳萨亲切慰问“澜湄文化行”车队队员，并用泰

文在车身上写下“中泰友谊万古长青”。 文 靖 摄

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建设美好新海南
中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党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习近平同志就文化

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海南省文化系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推进

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战略化思维、

国际化视野，破解文化发展难题，增强文化发

展动力，厚植文化发展优势；以“深耕、高瞻、集

聚、广拓”的工作思路，强化基础、突出特色、确

保重点、优化结构，全力构建适应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要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国际

化水平高、本土文化魅力独特、创新创意性强

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奋力争创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和文化产业特色发展的实

践范例，成为海南文化事业提升最大、文化产

业发展最快、文化成果惠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提

供了强大文化支撑。

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文化体制
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
突破

中央确定的阶段性改革任务提前完成。

完成全省各市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实现全省 18家国有文艺院团和 22家非时政类

报刊社转企改制，完成广电系统电视剧制作机

构、党报发行机构的剥离转制，推动海南出版

社与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实现

战略重组。2012年，提前一年完成中央确定的

改革任务，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海口、三亚受到表彰。积极推动公益性文化事

业单位人事、分配、社保三项内部制度改革，促

进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

深化行政审批“放管服”制度改革成效明

显。将除行政处罚外的所有权力清单事项 81

个大项 119 个单项，全部集中到省政务服务中

心文体厅窗口，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

办理，办理时限比法定时限缩短七成以上。对

与网络文化、动漫游戏、影视制作等重点文化

产业领域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承诺

制办理”，大大激发了社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

极性。推进“不见面”审批，网上申请、网上办

理、快递送达审批结果，使申请人足不出户即

可完成行政审批流程。

“政务服务进园区”工作机制效果显著。

积极推进“产业园区+”“互联网+”“通信平

台+”“信息平台+”政务服务。建立海南省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政务服务工作站，为园区企

业提供“足不出户”政务服务。目前，已在海口

文化产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南国际创意

港、三亚动漫基地合作设立“工作站”。2017年

前三季度已办理审批事项 9168 件，提前办结

率 100%，办件平均提速 80%以上。

谋划长远、夯实基础，文化事业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

显著。5 年来，海南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经费投

入稳步增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形

成。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与海南省图书馆、

省博物馆二期、省歌舞剧院和市民文化广场等

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改扩

建主体工程完成。全省共有公共图书馆 21

个、文化馆 23 个、博物馆 33 个（其中公共博物

馆 17 个，备案民办博物馆 16 个），成为满足人

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保亭县、琼

中县、三亚市争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项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六大文化惠民工程扎实推进。建成 204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516个行政村（社区）活动

室、60 个公共电子阅览室、22 个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市县支中心、204 个乡镇和 2556 个行

政村服务点；广播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户户

通和南海渔船通工程深入开展，解决 65 万户

农村群众和 2617 艘海上作业渔船收听收看广

播电视节目的问题，在全省 2568 个行政村、

2696个农垦系统生产队实现广播“村村响”；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每年完成 3 万多场次；建成农

家书屋 2695家。

文艺创作持续繁荣。充分挖掘琼剧、黎族

苗族民歌、儋州调声、黎族舞蹈、黎锦、南海更

路簿、冼太夫人、妈祖、黄道婆、苏东坡、海瑞等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中

国梦”为主题的精品创作活动，创作了琼剧《下

南洋》、民族歌舞剧《红色娘子军》、舞蹈诗《黎

族故事》、舞剧《黄道婆》、影视剧《天涯浴血》等

200 多个彰显时代精神、海南地域特色和满足

群众需要的文艺精品。

文化遗产保护全力推进。完成第三次全

省文物普查工作，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4274

处；历时 4 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

作顺利收官，全省确认 51 家国有收藏单位，采

集文物信息 55482 件（套），核定公布第三批省

级文保单位 108 个；完成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查，目前已有国家级非遗 28 项、省级非遗 72

项；建成大型非遗保护陈列馆 3 个、传习所 32

个，不断加强文博基础设施建设；印发《海南省

加强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案》，明确

了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积极配合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与东南亚和我

国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快文化交流

与文化贸易融合发展；与近百个国家及我国港

澳台地区开展文化交流共 885 项 11223 人次，

其中商业性演展 664 项 2823 人次，网络游戏和

演艺产品出口创汇总计 3259万美元。

深耕培育、提质升级，文化产业
着力实现集聚发展

设立文化产业基金，文化产业发展快速提

升。在海南省“多规合一”试点工作中，文化产

业被海南省委、省政府确定为重点发展的十二

大产业之一。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投向以

游戏、动漫、影视制作为重点的文化产业项目，

打通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金融通道。

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旅演艺产业

规模效益递增。5 年来，海南文化及相关产业

120 个行业小类当中，文化旅游景区增加值持

续名列前茅，成为文化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

新亮点。南山文化旅游区、天涯海角旅游区、

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三亚千古

情、琼剧会馆等一批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和标志

性常态化旅游演艺项目动工建设，或建成运营

并取得规模效益。目前，全省年接待游客达百

万人次以上的文旅景区有 11 个，其中南山文

化旅游区、天涯海角旅游区年接待游客逾 300

万人次。琼剧会馆已动工建设，将以展演优秀

琼剧和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打造

海南新兴旅游目的地。

以海口文化产业园为龙头，开放型文化产

业集聚区发展势头强劲。与海口市合作共建

的海口文化产业园，以平台型品牌企业带动上

下游企业聚集，打造影视、旅游、产业三位一

体，文态、形态、业态、生态“四态合一”的开放

型文化产业集聚区。吸引阿里巴巴文化娱乐

集团南方总部、爱奇艺创意中心等 96 家文化

企业入驻。

以中国游戏数码港为依托，中国游戏产

业新高地发展潜力凸显。中国游戏数码港

落户海口生态软件园拓展区生态智慧新城，

港内现已聚集巴别时代等 400 多家国内知名

游戏企业。2017 年 1 月至 7 月，中国游戏数

码港实现产值 18.9 亿元，同比增长 22.72%；

税收 1.77 亿元，同比增长 46.28 亿元，预计全

年产值超过 30 亿元。“十三五”期间，海南计划

引进 500 家以上游戏企业，实现游戏服务贸易

收入 300亿元。

5 年来，海南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共建成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6 个、国家“一带一

路”文化产业项目 2 个、国家级特色文化产业

项目 1个，建成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2个、省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0 个。全省共发展演出

团体 106家、歌舞娱乐场所 644家，拥有经营性

互联网文化单位 25 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网吧）1174 家、游艺娱乐场所 630 家、电

影院 40家（银幕 160块、座位共计 24908个）。

发生在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家喻户晓，几十年来，根据其改编创作的多

种形式的经典文艺作品纷纷涌现。图为 2014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 50

周年慰问演出走进海南。

为全面推进文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财务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曲晓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文化系统深入贯彻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精心策划实施项目，

积极拓展资金渠道，逐步完善投入方式，有效

加强资金监管，财政资金实现安全高效运转，

为推动文化发展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适应发展改革要求
确保财政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5 年来，文化部部门预算逐年增长，2017 年

部门预算年初批复数达到 54.97 亿元，比 2012

年同口径增长 50.3%；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不断加大，2017 年中央转移支付地方文化专项

资金达到 45.98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22.74%；全

国文化事业费持续攀升，2016 年全国文化事业

费 770.69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60.5%。其中增

长超过 80%的地区有西藏、湖北、天津、安徽、湖

南、黑龙江。

在文化投入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党的十八

大以来，文化部抓住有利时机，围绕扶贫攻坚等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新策划实施了贫困地区村

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送戏下乡、流动文化车、

流动图书车等一批文化扶贫项目，以更有针对

性的投入为文化发展改革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强化统筹协作
确保设施建设顺利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部抓住全面推进文

化发展改革的历史机遇期，加强了对国家重大

文化设施建设的保障工作。目前，文化部正在

建设和筹划的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共

计 15 个，总投资 135.5 亿元。其中，国家美术馆

工程正在积极修改优化建筑设计方案，故宫博

物院北院区、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

备库、中国工艺美术馆工程相继立项。中央歌

剧院剧场工程将于 2017 年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中国国家画院扩建工程年内将开工建设。

在海外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文化部圆满完

成在俄罗斯莫斯科进行中共六大会址修复的

任务。截至目前，共有 30 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投入运营，在建和筹划的还有 17 个。文化部与

上海、江苏、云南共建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均

已揭牌启用，与北京、山东、江苏苏州、四川成

都、浙江宁波也已经签署央地联合共建文化中

心协议。

文化部还加大支持指导地方文化设施建

设的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部共安排中

央预算内资金 45.2亿元支持全国地市级公共文

化设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5 年来，各地也加强了文化设施建设。辽

宁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文化馆、天

津文化中心、宁夏大剧院等一大批省区市级文

化设施相继建成使用；青海、湖北等省加强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有效提升了农村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据统计，2016年底全国平均每万人

公共图书馆建筑使用面积 103.0平方米，比 2012

年末增加24.8平方米；全国平均每万人文化馆（站）

建筑使用面积 288.6 平方米，比 2012 年末增加

54.4平方米。

狠抓制度机制建设
确保资金资产安全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投入力度不断加

大的背景下，文化部狠抓制度建设，制定和修

订 10 多项有关会议、出国、经费管理等方面的

规章制度，确保相关工作安全规范地开展。研

究制定了《文化部直属企业国有资产重大事项

管理暂行办法》；完成文化部直属单位资产清

查、办公用房和房屋出租出借专项清理等工

作；提高了预算项目评审范围和比例；编制美

术馆和专业剧场建设标准；加强建设项目安全

生产管理检查。

同时，进一步规范了文化部各直属单位的

财务管理工作。文化部要求各直属单位结合

自身实际细化实化财务管理工作。比如中国

国家图书馆加强政府采购关键岗位风险控制，

实现了技术、商务等重点环节的相互制约；恭

王府博物馆制定经费支出“三核三审”流程，项

目招投标“五独立五分开”制度；中国国家话剧

院通过业务培训、轮岗实习等方式实现了财务

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互相理解，共同提高；中央

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通过编制收支流程图，直观

清晰地实化财务工作要求。

此外，各地文化厅局积极拓展管理范围，

强化管理措施，加大管理力度。比如上海制定

了文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开发了管理服务

平台；江西配合省政府建立“三公”经费支出监

管平台，实现“全过程留痕、阳光运行”；浙江出

台《文化厅属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方案》，强化内

控机制。

创新手段方式
确保资金运行及时高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投入力度的不

断加大，文化部积极转变文化财政投入方式。

文化部会同财政部设立了国家艺术基金，北

京、江苏等地也设立了省级艺术基金，开拓了

财政支持文化艺术发展的新平台；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了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各省区市

出台了适用于本地区的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

性文件，并逐步建立起购买服务资金保障机

制。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以来，全国各省区

市安排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超过 65亿元。

5 年来，文化投入的监督检查力度不断加

大。文化部组织实施了直属事业单位和直属企

业审计全覆盖工作，开展了驻外文化机构、本级

拨付资金专项审计；故宫博物院完成对下属企

业和课题项目内部审计工作；在地方，湖北实施

“1+4”财务检查督导制度，福建、河南、内蒙古、

重庆等地持续加强文化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

文化部还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提高文化

投入的效能。实施中直院团企业化管理改革

和多个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开展直属事业单

位财务考评工作，实行预算执行“双挂钩”制度。

吉林建立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广东建立起多层次的中期滚动项目库，

建立竞争性资金分配机制；山西、江苏等地将文

化发展指标纳入当地政府监测考核范围。

加强能力建设
确保财务服务系统优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强文化财务能力建

设，文化部采取多项举措推动财务服务功能的

完善。基本建成现代文化统计体系，实施文化

统计能力提升工程，研发了全国文化文物网上

直报系统，有效实现了全国近 7 万家系统内单

位的在线填报、审核、汇总。财务信息化建设

有序推进，完成文化部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二期

建设，启动文化部直属单位财务信息系统联网

工作，提出统一会计核算的规范样式。

5 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文化部积极推进文化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推

动将文化扶贫工作纳入国家整体扶贫攻坚工

作框架，组织实施多个文化扶贫项目，制定印

发 了《“ 十 三 五 ”时 期 文 化 扶 贫 工 作 实 施 方

案》。建立健全了分工协作、监测交流、督促检

查和总结评估等工作制度，确保对口支援新

疆、西藏等特殊区域文化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下一阶段，全国文化财务系统将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重大决策部署，

按照《“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的任

务目标，围绕文化发展改革这个中心，以问题

为导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科学发展，逐步建

立起一套保障有力、管理规范、监督到位、服务

优质的文化财务工作体系，全面提升文化财务

能力，实现财政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转，为新时

期文化发展改革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