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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召开的济宁市委全委会上，审议通过

了《中共济宁市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进一步明确

了新形势下推进全市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要求更加自信自觉地推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实现文化大市向文化强

市的跨越。

济宁市提出了至2020
年文化改革发展的明确目
标，这些目标涵盖了从文化
管理体制、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人才队
伍培养到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等各个方面。

具体目标内容包括，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明显
改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产
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
增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位居全省前列。文
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
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
效率。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
人才保障更加有力。全市文
化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地域文化特色得到充分彰
显，文化影响力得到明显提
升，文化事业整体水平得到
大幅度提高，成为世界儒学
研究与交流中心、国际旅游
目的地城市、中华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
截至今年12月份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建成
或在建各类文化产业园区
(基地)39个，其中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1个，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个，
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5
个。设立了总额4000万元的
文化发展专项基金。2010年
全市文化产业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400亿元，施工项目
36个，其中过10亿的13个。

坚持文化软实力和经
济硬实力的同步提升。在科
学理论引领下，大力弘扬时
代主旋律，着力提高全民文
明素质，提升“文明济宁”建
设水平。

其次，坚持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大力发
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通过积极
构建10至15分钟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圈、实施重点文化
惠民工程等，切实保障群众
的基本文化权益。尤其需要
作好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的大文章，提高济宁文化旅

游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打造
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

按照“六个坚持”路径
引导，济宁市依托自身文化
资源条件，结合区域文化产
业发展特色和资源差异，统
筹规划，着力构建“一园、三
带、四区、七大文化产业”的
发展格局。“一园”指曲阜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这里
将努力打造成济宁文化产
业核心区、山东鲁文化产业
聚集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
区、东方文化产业高地。“三
带”则指儒家文化带、运河
文化带、南四湖生态文化产

业带，分别有重点发展文化
旅游业、文化娱乐业、影视
业、艺术品业等。此外，还将
努力打造“四区”，即始祖文
化产业区、水浒文化产业
区、红色文化产业区、佛教
文化产业区。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广播影视、出版印刷、
文化娱乐、艺术培训、工艺
品和动漫制作等七大产业。

在这一过程中，集中力
量培育文化产业发展的三
大载体，即重点培育30个骨
干文化企业、20个重点文化
产业项目和10个重点文化
产业园区(基地)。

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十三次会议精神，以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以争创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活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文化体
制改革，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壮大文化产业规模实力，提升文化发展质
量，推进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

真正把改革发展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通过“六个坚持”，遵循文化
发展内在规律，处理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关系，更加自信自觉地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

完善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扶持政策，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从2012年
起，市财政每年安排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不少于1亿元，全市财政文化事业经
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逐步提高。

鲁西南战役纪念馆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之一。(资料片) 张晓科 摄

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
业方面，坚持政府主导，建
立健全同财政收入相匹配、
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
应的公共文化投入保障机
制，保证财政对公共文化建
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同
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
度。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
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
入公共财政经常性预算。引
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

个人捐赠、兴办公益性文化
事业。

《决定》规定，要在发
展文化产业方面将进一步
引导强化多元化投入，加
大市场化运作力度。文化
创新型企业(项目)和文化
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享受
省级高新技术开发项目政
策，进入重点文化产业项
目的纳入优先发展产业目
录，享受相应优惠政策。文

化内容创意生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经营实行税
收优惠。

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补贴、股权投资、贷款贴息、
扶持奖励等方面，将进一步
加大支持引导力度。

对文化体制改革单位
进一步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确保改革单位投入不减少、
条件有改善、人才不流失，
发展可持续。

目标： 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

路径：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

扶持： 每年文化建设资金不少于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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