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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改革开放40年文化体制改革成就综述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展开波澜壮阔的40年
文化改革发展长卷———从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文
化管理体制到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文化治
理体系，从单纯依靠政府
投入的文化事业到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从短缺的
文化生产供给、零散的文
化经营活动到繁荣活跃的
现代文化产业和市场体
系，从较为封闭单一的对
外文化交流到以我为主、
多层次、宽领域文化开放
格局……伴随着改革开放
不断深入的伟大实践，文
化领域的改革发展，走过
了极不平凡的历程，取得
了极不平凡的成就。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坚定文化
自信、高扬改革旗帜、锐意
进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越走越
宽广，向着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稳步迈进。

转变职能创新机制，

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福建漳州芗剧团复排
《保婴记》，制作舞美需要
一大笔资金，是国家艺术

基金的专项资助解了剧团
的燃眉之急。运行近五年
来，国家艺术基金共立项
资助4013个项目，总额约
33.4亿元。

改变以往财政投入直
接“养人”模式，国家艺术
基金“不问出身，只看项
目”的资助标准调动了基
层文艺创作积极性，可谓
文化部门转变职能、文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创新的成
功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
立，一路推动政府角色转
换和职能转变。党的十八
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全
面深化，国家文化治理能
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
影局统一揭牌，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新机
构挂牌组建。完善国有文
化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实
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
相统一。进一步深化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中央
及省级改革任务基本完
成。

加强文化法治建设。
推动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网
络安全法、公共图书馆法

等重要法律。
深化国有文化企事业

单位改革。加快推进公司
制、股份制改革，健全法
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文化
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全
面加强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综合考核评价指标
体系建设，明确“社会效
益 指 标 考 核 权 重 应 占
５０％以上”。

补短板提效能，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

升百姓获得感

2018年8月5日，广州
图书馆入馆人数为51774
人次，创下国内城市公共
图书馆单日入馆人次的最
高纪录。这是新时代全民
阅读的一个生动注脚。

40年间，我国公共文
化设施和产品供给从相对
紧缺迈入大繁荣大发展的
新时代：博物馆从340多家
增加到4700多家，公共图
书馆从1200多家增加到
3100多家，文化馆（站）从
不到7000个增加到44000
多个，艺术表演团体从
3100多家增加到15700多
家。目前，中央、省、市、县、
乡、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确立。全国群众文化
机构每年开展活动近200

万次，服务群众达五六亿
人次。

当前，以标准化、均等
化、社会化、数字化为突出
特点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步入发展快车
道。

以精准扶贫助推文化
小康，七部委印发《“十三
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
要》，并组织实施贫困地区
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示范工程等项目。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力度不断加
大，“互联网＋公共文化服
务”新模式精准对接群众
文化需求，服务效能大大
提升。如山东东营“数字文
化广场”、上海“文化嘉定
云”，激发了民众参与公共
文化的热情，百姓文化获
得感显著增强。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

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

进

先来看文化产业最新
一份“成绩单”：2017年全
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35462亿元，增长15.2%，占
GDP比重4.29%。文化产业
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高
于同期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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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来，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
化，一批文化企业和品牌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近年来，我国着力培
育和发展文化市场主体，
加大骨干文化企业培育力
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进入文化产业，形成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
局。2018年第十届全国“文
化企业30强”主营收入、净
资产、净利润3项指标创历
史新高。

产业结构布局逐渐优
化，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
现。对接“互联网＋”战略，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
发展移动多媒体、网络视
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
3D和巨幕电影等新兴产
业，推动上网服务、游戏游
艺等行业转型升级。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

活，文化走出去迈出新步

伐

《我在故宫修文物》
《中国诗词大会》等荧屏热
播，获年轻观众点赞；非遗
带动贫困地区就业，成为
精准扶贫重要抓手。近年

来，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
代生活的案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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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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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前后3700多项
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全国同
步展开，40年改革实践走
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之路。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风
采。《复兴文库》《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等编纂出版；推进文化
典籍资源数字化，建设数
字故宫、数字敦煌、数字丝
绸之路……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世
界认识中国的窗口，同时，
彰显时代创新、体现人类
共同价值追求的当代中国
故事也引来八方喝彩：电
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
非洲观众中引发共鸣，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征服
大批海外“粉丝”；感知中
国、中国文化年（节）、欢乐
春节、四海同春等对外文
化交流品牌日益成熟；中
国与157个国家签署文化
合作协定，建成35个海外
中国文化中心。

中国，正以更坚定的
文化自信，在更广阔的舞
台上演绎着新时代改革故
事。 （据新华社报道）

新华社合肥8月23日电

（记者 鲍晓菁） 在安徽
省巢湖市栏杆集镇，有一座
河湾环绕的名为陈泗湾村
的小村庄，这就是革命先烈
陈原道的家乡，他的故居就
位于小村庄的中心位置。

陈原道，1902年出生在
安徽巢县青岗乡（今巢湖市
栏杆集镇）一个普通农民家
庭。幼年入私塾读书。1916
年入龙华小学。五四运动
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
在作文中写道“身可杀，而
爱国热血不可消；头可断，
而救国苦衷不可灭！”。

1921年夏，陈原道考入
芜湖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

业学校。受恽代英、肖楚女
等进步人士影响，参加“芜
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
动，积极参与创办工人夜
校，发动和组织芜湖工人大
罢工。1924年春，他加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团
芜湖地委主要负责人。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
后，组织成立“芜湖各界

‘五卅'惨案后援会”。同年9
月，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10月，被党组织
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
学学习。

1929年3月，陈原道回
国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
宣传部秘书长。在省委宣传
部长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
经常深入社会开展党的宣
传工作，成为任弼时的得力
助手。1930年2月，在中共河
南省委连续遭到严重破坏
的形势下，他受命于危难之

际，担负起河南省委组织部
长兼秘书长的重担。

1931年，陈原道赴天津
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组织
部长，实际上主持省委工
作。同年4月8日，陈原道夫
妇在开展革命活动时不幸
被捕，被关押在“北平军人
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
狱”。在狱中，他和薄一波等
同志一道建立党组织，与敌
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被
选为狱中秘密党支部第一
任书记，为团结和保存党的

力量，纯洁党的组织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1932年9月，陈原道经
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11
月，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
革命工会党团书记，组织和
领导工人运动。

1933年1月7日，由于叛
徒的出卖，陈原道再次被
捕，并很快被转押到南京宪
兵司令部。面对敌人的酷刑
和利诱，他横眉冷对，坚贞
不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
的崇高气节。4月10日，陈原
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时年31岁。
1934年1月，毛泽东在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
会上，特别提到恽代英、陈
原道等十八位烈士，向这些
同志表示哀悼和敬仰。

陈原道故居经过修缮，
于2015年2月揭牌开放。
2017年被命名为“合肥市第
五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每年
都有干部群众来这里参观
瞻仰，凭吊革命先烈，接受
革命教育。

陈原道：坚贞不屈的革命者

陈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