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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7月 6日讯 (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于敬哲 )

近日，省政府参事、省委宣传
部原巡视员张全新带队一行10
人对聊城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
行调研。根据《西部经济隆起带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以下简称《专项规划》)，聊
城将打造成为省文化产业跨越
发展隆起带、京沪高铁沿线文化
产业重要片区、全国重要的传统
文化传承创新集聚区的重要增
长极。

据了解，由省发展改革委、
省文化厅组织编制的《专项规
划》年初出炉 ,规划覆盖包括枣

庄、济宁、临沂、德州、聊城、菏泽
六市和泰安市的宁阳县、东平县,
共60个县(市)区,根据规划,聊城
将打造成为省文化产业跨越发
展隆起带、京沪高铁沿线文化产
业重要片区、全国重要的传统文
化传承创新集聚区的重要增长
极。

为了解西部经济隆起带文
化产业发展现状，推动文化产业
的发展，近日，省政府参事、省委
宣传部原巡视员张全新带队一
行10人对聊城文化产业发展情
况进行调研。副市长郭建民，市
委副秘书长、农工办主任许兰
岭，市文广新局局长杨达等陪同

活动。调研组在东昌宾馆二楼电
视电话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聊
城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发
改委、财政局、旅游局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分别结合各自实际谈
了在促进聊城文化产业发展上
所作的工作。聊城市文广新局党
组书记、局长杨达从聊城文化资
源的分布及保护现状、文化产业
发展的现状及遇到的难题、文化
资源向产业转化的策略途径以
及对省政府的意见建议三方面
介绍了聊城市文广新局在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上所作的努力和
取得的成绩。同时，希望省里在
运河历史文化长廊、黄河文化带

等规划项目实施中，能够列出部
分专项扶持资金，支持沿线文物
保护和文化旅游项目的实施，以
点带面，形成我省文化产业的聚
集区，为西部经济隆起带建设创
造良好的条件。

调研组认真听取了发言汇
报，对聊城文化产业发展的蓬勃
局面表示肯定。张全新表示，将
认真梳理汇总大家提出的意见
建议，向省委、省政府等有关部
门介绍调研情况，进一步推动西
部经济隆起带发展战略的深入
实施。

调研组一行还到金正动画
有限责任公司、东阿阿胶养生文

化苑、阿胶产业园、阿胶博物馆
进行实地考察。张全新一行听取
企业负责人汇报，了解企业的建
设、运营情况，他表示企业发展
要立足于本地文化底蕴，走出一
条凸显自身文化优势的发展之
路。

近年来，聊城一直把文化产
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扶持一批优质的、发展潜力大
的、带动作用强的文化企业和文
化项目，现有省级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8家，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17家，多个文化项目获得省、
市级资金扶持，不断推动聊城文
化产业做大做强。

省省政政府府调调研研组组来来聊聊城城市市调调研研
根据规划，聊城将被打造成文化产业重要片区

聊聊城城文文化化产产业业打打造造““文文化化++””
将文化影响力转变为城市竞争力

聊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
资源积累，为聊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
源支持。聊城在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树立“文化
+”的概念，通过文化与一产、二产、三产以及科技
融合，努力把潜在的文化影响力转变为现实的城
市竞争力，把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变为现实生产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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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八场葫芦文化艺术节，东昌雕刻葫芦已经形成颇具规模
的文化产业。(资料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在历史文化资源方面，聊
城注重保护传统文化，延续历史
文脉。”杨达介绍，近年来，聊城
开展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普查工作，摸清了历史文化家
底。聊城市、临清市作为国家、省
历史文化名城，都制定了《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维护传
统风貌的基础上，积极投入资
金，进行文物维修保护和古城基
础设施改造。聊城的中华水上古
城项目已经初具规模。全市已经

建立了12家博物馆，成为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通
过开展非遗传承人收徒、非遗进
校园、建立传习所等进行传承，
开展各种节庆活动、展会、比赛
等进行展示利用。

为了发挥名人效应，建立了
一些名人纪念馆，主要是傅斯年
陈列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范
筑先将军纪念馆、张自忠将军纪
念馆等。

围绕水浒文化开发，阳谷建
设了景阳冈、狮子楼景区，开发
了武大郎烧饼等产品。

在自然文化资源开发利用
方面，成果丰硕，主要是结合自
然生态开展文化旅游、节庆、民
俗等文化活动。如聊城的东昌湖
风景区、徒骇河风景区、姜堤游
乐园、古运河公园等都是旅游观
光的好去处。利用各种特产开展
节庆活动，如聊城每年举办樱花
节、梨花节、桑葚采摘节等。

建展馆、办节庆 盘活传统文化资源

“近年来，聊城城乡居民收入
增幅较快，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
加，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空
间。”杨达介绍，聊城目前形成了
以印刷发行、报纸期刊、广播影视
等为重点的产业群体。同时，培育
壮大了一批重点文化企业和项
目，全市现有省级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8个,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7个。聊城还积极引导网吧转型
升级，被文化部确定为网吧转型
升级试点市。2014年文化产业增

加值预计85亿元，增长率约10%。
“鲁西地区文化资源具有内

容丰富，类型多样、富有特色、影
响力广泛的特点，有很强的吸引
力。但是，当前也存在一些问
题。”杨达从多个方面对聊城文
化资源开发利用上还存在很多
不足。

杨达从七个方面总结了这
些不足：历史文化资源缺乏有效
整合、利用、开发，多数规模小，
呈散发状点式分布。概念性东西

多，载体少，能说的多，能看的
少。对历史文化的深入开发，衍
生品、附加值不高。在自然文化资
源开发上，同质类、低层次竞争严
重，文化附加值没有开发出来，缺
乏综合效益。参与性、游乐性、趣
味性、关联性不够，拉动力不强。
现有文化设施建设后，由于资金
缺乏，利用率不高。优秀剧目市场
开拓不够，经济效益不高。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
品少，影响带动力弱。

去年文化产业增加值预计85亿元

聊城文化产业虽然有了一
定基础，初具规模，但其中作为
文化产业核心层、外围层以消费
为主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生产
总值占整个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5%左右，所占比重比较低(发达
地区约占10%—15%)。

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产业市
场化程度不高、规模小，整体上
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专业
化的发展格局；整个文化产业结
构中传统文化产业的比重较大，
现代新兴文化产业发展不够。发
展文化产业的氛围还不够浓厚，

文化产业缺乏投资热点、亮点，
产业组织形式还处于“小、散、
弱”状态，创新能力不足，缺少龙
头企业。除了新闻出版、印刷发
行、文化旅游形成了一定规模
外，其它大部分文化产品的科技
含量低，有些只是传统手工作
坊，竞争力差，与现代信息技术
的结合和应用相对落后；文化产
业效益不高，文化经营单位设施
利用不充分；广播电视、报刊广
告等产业门类收入增长乏力。

杨达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是聊城文

化观念落后。不少地方重视工业
和商贸物流等经济形态，认为文
化产业只是花钱赚吆喝，投入产
出比低，积极性不高。另外，城乡
居民收入还比较低，城乡文化消
费水平不高。再有，文化产业人才
队伍缺乏。专业文化人才目前主
要在国有事业单位，具有创新意
识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专
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匮乏。另外，
文化发展环境有待优化。关于文
化产业的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存在
很多困难，文化经营单位缺乏资
金积累，难以形成龙头企业。

文体娱乐业生产总值占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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