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聚焦聚力推进文化名城建设

把把淄淄博博故故事事
讲讲给给全全世世界界听听

淄博陶瓷摆进法国卢浮宫

11月5日，第21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会在法国卢浮宫隆重开幕，来自
淄博的何岩、吕泉等13位陶瓷艺术大师和
华光陶瓷、人立墨彩琉璃两家知名企业
携56件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向世界艺术之
都法国展示淄博的陶瓷、琉璃。淄博陶瓷
在展览中得到极大的关注，也让世界领
略了中国当代陶瓷艺术的风采和神韵。

其实，陶瓷文化只是浩瀚淄博文化
中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文化氛围浓郁、名
胜古迹众多的城市，坐拥着齐文化、聊斋
文化、陶琉文化等丰厚的资源。据悉，淄
博现有国家级文保单位18处、省级文保单
位105处，国家级非遗项目13项、省级非遗
项目35项，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市。正是

因为底蕴深厚，才成就了独特的地域特
色，而这些也是培育文化名城最肥沃的
土壤。

市委书记王浩表示，要着力擦亮打
响齐文化品牌，加强对齐文化的系统深
度挖掘，全面推动齐文化阐释开发利用，
不断提高齐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要
着力打造文化发展载体,为文化名城建设
提供强有力支撑。要着力建设高素质的
文化人才队伍，努力打造一支热爱淄博
文化、研究淄博文化,有影响、有成就的文
化领军人物,切实为文化名城建设提供人
才和智力保障。

谈到文化名城创建，王浩的发言掷
地有声。

做活齐文化，为品牌注入时代气息

9月12日，淄博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连
华在临淄视察齐都文化城建设情况，先
后视察了足球博物馆、青少年科技馆等
场馆，听取临淄区齐文化开发、研究、保
护情况汇报后，周连华对临淄打响齐文
化品牌的做法给予肯定，并指出要把齐
文化做好做活，做出成效。据悉，齐都文
化城是整合齐文化资源、放大齐文化优
势、开发齐文化产业的重要平台。将实现
对周边旅游资源的串联优化和有效整
合，加快推动临淄区由“文物资源大区”
向“文化产业强区”跨越，为全市建设文
化名城提供强有力的引擎。

近年来，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转型危
机，文化也不例外，对于淄博来讲，如何

实现文化转型升级，成为一道需要破解
的难题。

淄博市委市政府决定，推进重点文
化企业项目园区建设，重点发展文化旅
游、新闻出版和印刷发行、工艺美术与文
博、创意会展、影视(动漫)传媒等产业，使
文化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同时，鼓励有实力的国有骨干文化企业
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
有制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一批骨干文化
企业，加快建设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着力打造一批文化产业知名品牌。

面对转型，淄博以跨界融合和产业
化发展应对转型中的困惑，为城市文化
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时代气息。

加快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
制造业、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建筑业、现代农业、体育产业
等融合发展。创新“互联网+文化
产业”发展模式 .积极推荐重大文
化科技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相关科
技发展规划和计划。

鼓励文化企业上市融资 .力争
用3-5年时间有5家以上文化企业
上市或在新三板、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或其他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
挂牌。加快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加
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 ,

扩大齐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做好
齐文化走进国家博物馆展览工
作。制定鼓励促进文化产品和服
务出口的政策措施 .加大对文化产
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的扶持力
度 ,力争每年推出一批省级和国家
重点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企业。

5家以上文化企业

5年内力争上市

本报记者 樊伟宏

每年陶博会都吸引了海内外大量游客来淄参观。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本报对创建文化名城做过多次
报道。

淄博将实施城市文化名片打
造工程 ,精心建设城市文化设施。
建设以淄博美术馆、淄博科技馆、
淄博大剧院、中国陶瓷馆、淄博文
化馆等一批现代文化设施为重点
的淄博市文化中心 ,管理使用好淄
博市图书馆 .规划展览馆 ,档案馆和
体育场馆。在城市广场、公园等公
共场所 ,设计安装一批具有淄博地
域文化特色的雕塑作品 ,增强城市
文化内涵 ,挖掘淄博历史文化内涵 ,

逐步把齐文化的核心内容融入城
市街道命名工作。

同时，邀请国内外高层次规
划设计人才规划设计“齐文化建
设示范区”,制定《齐文化建设示范
区发展规划》,以一院 (齐文化研究
院)、一节(齐文化节)、一坛(稷下学
宫论坛 )为依托 ,全面推动齐文化
开发利用。组建成立“齐文化研究
院”,发挥利用好市内外齐文化研
究机构、高校等社会资源和力量 ,

加大对齐文化有关课题的研究和
有关产品的开发。

创作一批反映齐文化内涵的
影视作品和舞台艺术作品。推动
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田齐王
陵遗址公园、齐都文化城“三齐”
联动开发和陈庄—唐口遗址公园
等重点项目建设。将稷下学宫论
坛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文化论坛 ,

加强对齐文化遗产遗迹的保护 ,做
好“齐国故都与齐王陵”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工作。加大对齐文化内
涵的挖掘阐发 ,进一步传承弘扬地
方民俗文化 ,丰富齐文化品牌内
涵。依托陶博会、齐文化节等传统
节庆、重大庆典活动传承弘扬地
方多元特色民俗文化。

未来城市街道

将以“齐”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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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完善“15-20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

建设文化名城，是改善民生、提高群
众生活质量的迫切需要。文化既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
精神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后，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不会有更高
意义上的民生改善和生活质量提升。

为此，市委市政府逐步增加公共文
化事业经费。积极构建较为完善的“15-20

分钟”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加强面向特
殊领域、特殊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引导
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力争在3—5年内，市、区(县)级公共
文化艺术场馆建筑面积达到国家一级馆
标准。

同时，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淄博市

文化发展十三五”规划。制定全市镇(街
道)文化中心和文化广场、村(社区)文化大
院和文化广场全面提升办法，利用三年
时间对基层文化设施进行全面提升。并
组织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推动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
等活动经常化。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
工程。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文化
强省建设先进市、县(区)创建活动。

同时，全市还将重点抓好新城区文
化中心建设，2016年上半年开工建设以陶
瓷馆、科技馆、群众艺术馆以及文化市场
为主体的BC组团，使文化中心尽早发挥
作用，成为展示淄博文化建设成果的窗
口，成为广大群众文化活动的乐园。

10月21日，淄博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文化名城二十条”,此举也意味着淄博文化名城创建工作正式启动。一直以
来，淄博作为齐文化发源地，如何做好文化传承、激发发展活力、打造城市名片，牵动着每一个淄博市民的心。正如市市委
书记王浩所说，推进文化名城建设,必须聚焦聚力,重点突破。要讲好淄博故事、传播淄博声音、展现淄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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