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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徐明解读烟台文化

“老百姓乐起来最重要”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格过去5年文化历程

这是烟台历史上文化发展最快的5年
8日在烟台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局长徐明向记者介
绍，5年来烟台的文化事业取得
了巨大的变化。

烟台市委、市政府于2007

年在全省率先召开文化工作会
议，提出集全市之力建设文化
大市、文化强市，掀起了文化建
设的新高潮。“十一五”期间，全
市文化建设总投入达6 0多亿
元。其中，市区文化总投入达到
25亿元，列全省地级市前茅，是
“十五”期间的6倍。

2009年10月，总投入10 . 6亿
元、总建筑面积12 . 6万平方米，
集博物馆、群众艺术馆、烟台大
剧院、京剧院、青少年宫和书城
于一体的市文化中心竣工启
用。烟台美术博物馆和画院新
馆、烟台广电大厦相继投入使

用，成为烟台市主要文化阵地。
目前，烟台市区形成以市文化
中心为引领，以周边文化场馆
为辅助，以专业和群众文化品
牌为支撑，立体化、全天候、无
缝覆盖的文化网络。

近年来，烟台市艺术生产
取得丰硕成果，有100多件文艺
原创作品获得国家、省重要奖
项，近百件美术作品在省级以
上各类美展中入选和获奖；文
艺舞台日趋繁荣，连续举办九
届的“专业艺术院团演出季”每
年推出公益演出达到6 0场以
上，烟台大剧院年均组织国内
外高档次演出110场，市直专业
艺术院团每年送戏下乡演出
240余场，全市专业艺术表演团
体到基层年演出2000多场，每
年举办国内外优秀艺术展览

200余场，营造出“天天有展览，
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欢乐
伴全年”的浓厚文化氛围。

2009年，烟台市顺利通过
国家文化部复查，继续保持“全
国文化模范市”荣誉称号，是
全国仅有的7个地级市之一。
全市有 6 个县市区继续保持

“全国文化先进县”荣誉称号。
2 0 1 1年6月2日，中宣部、文化
部在烟台召开全国地市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场经
验交流会，向全国推广烟台做
法和经验。6月17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专程来
烟台视察文化工作，也给予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毫不夸张地说，2 0 0 7年
至今是烟台历史文化发展最
快的5年。”徐明说。

格为啥发展这样快

文化自觉为的是发展、民生、和谐
徐明说，烟台的文化之所

以能够取得这么快的发展，源
自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
在烟台市可以概括为，抓文化
就是抓发展、抓民生、抓和谐。
文化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
市的内在要素，体现城市的鲜
明特色和精神本质。城市文化
发展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城市
品位的高低和软势力的强弱。
一个城市的品位与层次不在于
楼有多高、路有多宽、GDP有多
少，而是在于市民的文化素质
和文明程度，城市竞争的根本
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具有引领
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

动发展的功能，因此加强文化
建设是提升城市软势力和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要千方百计解决民生问题。满
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最
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物质与精神
生活质量，就是解决民生问题
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以来，烟
台正是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作为保障文化民生的突出抓
手。徐明说：“博物馆、图书馆、
艺术馆提供免费公共文化服
务，使老百姓的文化权益得到
保障，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
人们有自豪感、幸福感，这也是

一种民生。如果说经济的发展
是让老百姓富起来，那么文化
发展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从内
心乐起来，二者相辅相成。”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
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但不能解
决所有的问题。文化的重要目的
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使人们有理想、有思想、有道德、
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让
百姓在业余时间更多地充实自
己的头脑，争当精神的‘贵族’，
文化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能当

‘暴发户’。全社会都向往对精神
的追求，文明程度提高了，社会
就和谐了。”徐明说。

以“经济适用票”就能享受大剧院高档次文化盛宴
烟台文化的标志性设施

文化中心位于烟台的黄金地
段，市委、市政府考虑到市中
心区域对于群众享受公共文
化服务的巨大便利性，舍弃巨
额商业收益，投入10 . 6亿元建
设了文化中心等一批公共文
化设施。充分发挥了市区主要
文化设施对于周边区域的强
大辐射力，使市区广大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快捷、便利
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力提升了
广大市民的文化素质，为烟台

市文化发展夯实了基础。每年
政府要给文化中心投入5000

多万元，其中光大剧院一项就
要补贴1500万元。

“同样的一场高水准演
出，北京和上海的百姓可以看
到，烟台的百姓也可以看到，
而我们的票价只有北京、上海
的一半，甚至40%，这个差价就
由政府来补。”徐明说，并且大
剧院所有的高档次演出一律

“禁止包场、控制团购”，使广
大人民群众都能以“经济适用

票”享受到高档次文化盛宴。
文化具有消费性，但文化

的目的不是挣钱，是提高人们
的素质、精神追求。一个民族
的强盛也离不开文化和艺术
的强大支撑，一个国家如果经
济落后可能一打就败，但文化
落后可能不打就败。烟台在长
期实践中总结探索出了“发展
文化事业，培育文化产业；繁
荣文化事业，收获文化产业”
的发展思路，文化产业是烟台
发展文化事业的形式与手段，

事业的发展是最终目的。对于
文化来说，永远是社会效益优
先。通过发展文化事业，可以
提高人的素养，为明天文化产
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我相信今天一个文化素
质和 艺术修养得到提高的
人，明天就会是文化产业的
忠实消费者，只有先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树
立正确的文化消费理念，文
化产业才会收获丰硕的成
果。”徐明说。

格延伸

文化不能单纯用

经济指标来衡量

文化是不能单纯用经
济指标来衡量的，得看广
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
文化需求是否得到不断满
足。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否
繁荣，要看文化设施、艺术
设施是否健全，老百姓是
不是自发地到收费型文化
艺术场所掏钱买票去欣赏
和消费艺术。

对烟台大剧院等主要
文化阵地，要按照“建筑设
施一流，运营管理一流，艺
术活动一流和文化服务一
流”的目标，努力打造成

“市民美育的园地、高雅艺
术的殿堂、文化服务的平
台和文明城市的窗口”，充
分发挥文化高地的辐射作
用，充分体现公共文化的
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
便利性，这是烟台公共文
化服务的发展模式。

发展文化产业硬件
上，烟台有文化中心等各
类公共文化设施，软件上
有公益文化项目推介会。
推介只是产业的形式和
手段，而公益文化才是实
际内容和本源，目的就是
实现“公益文化社会办，
繁荣文化为社会”。以“政
府协调，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百姓受益”为指导
思想，公益文化项目推介
最终发展的是文化事业，
而利用的正是产业的形
式，真正得到实惠的则是
烟台老百姓。

“作为烟
台市民，近年
来我们明显可
以感受到烟台

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2012年烟台两会
已拉开大幕，8日记者专
访了市政协委员、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徐
明，带您了解文化当家人
对烟台文化的解读，以及
烟台老百姓将得到怎样
的文化实惠。

2月9日，一年一度的
烟台市两会隆重召开，围
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维护稳定等主题，2012年
各县市、各部门都出台了
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

为此，本报推出“高
端访谈”专栏，就市民广
泛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采访各县市区和部门的
主要领导。

本期“高端访谈”的
嘉宾是市政协委员、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徐明。

编者按

格最突出的例子

市政协委员、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局长徐明。 刘清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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