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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15日讯(记者
张跃峰 王尚磊) “在今后

这五年，工作就应该按照这个
要求来干。只有这样，才能努力
推动聊城的发展向着更高水平
阔步前进！”连日来，在聊城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上，不断有党
代表在发言中提到“六个工作
要求”，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
定要根据报告要求，不断提升
工作的标准。

在徐景颜同志所作的党代
会报告中提出，在工作要求上要
把握好六点：营造凝心聚力、干
事创业的大环境，以优良作风提
振士气、形成合力；巩固提升现
有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促进
市场主体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突
出投资关键作用，以大项目建设
夯实经济长远发展基础；坚持以
补齐短板拉动投资需求，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坚持把从严治党牢
牢抓在手上，以良好政治生态保
障各项任务落实。

“任何一个地方干事创业，
都需要一个团结奋进的环境，
而作为基层的领导干部更是这
样。”来自东阿县的党代表高峰
说，正如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团
结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要
继续巩固全市政通人和、积极

向上的大好局面，聚人心、树正
气，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汇聚到
干事创业上来。无论是市级领
导、县级领导，还是镇村干部，
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增进团结的
榜样，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干
给一级看，凝聚起团结实干、科
学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让群众干的事儿，村干部
先带头干；不让群众干的事儿，
村干部要带头不干。只有这样，
老百姓才会信服，否则势必什
么工作都推行不了。”来自冠县
的党代表沙元民说，报告中提
出，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作用，深化管党治党、从
严治党的成效，持续推动干部作
风转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对此，他作为一名担
任多年村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老
党员深有感触。

来自临清的党代表高保平
在讨论时介绍说，他所在的临
清市烟店镇是中国轴承贸易之
都、山东省优质轴承生产和出
口基地、山东省特色产业镇，虽
然烟店轴承占市场份额大，在
创业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理念，
但也存在“小成即满，小富即
安”的思想，赚到“第一桶金”后

就裹足不前，不敢也不愿意想
大的、干大的。因此，必须着眼
于培养企业家群体做文章，推
动形成百花齐放、你追我赶、互
不服输、竞相发展的局面。

不仅如此，党代表们还对

报告中提出“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质
量强市和大项目带动战略。”深
为赞同，认为只有坚持优势产
业的基础地位，以适应市场需

求为导向，坚定不移地抓好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转型升级，提
高核心竞争力；同时要立足优
势，突出特色，大力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形成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

今后五年的“六个工作要求”备受党代表关注

““今今后后工工作作有有了了更更高高发发展展依依据据””

分组讨论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建设富有特色的文化名市

聊聊城城公公共共文文化化服服务务体体系系不不断断健健全全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近年来，聊城围绕建设富有特色文化名市的战略目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艺术创作不断繁荣，文化遗产保护护利用成
效显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建成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3936个

聊城文化基础设施得到改
善，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文化
网络。聊城市民文化中心、聊城
市豫剧院剧场完成建设。临清、
东阿、莘县、茌平等县市文化
馆、图书馆投入使用。基层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建成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3936个。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茌平、高唐获得山东省文化强
省建设先进县称号，茌平、高
唐、临清市被省政府评为全省
社会文化先进县(市)。高唐县李
奇茂美术馆被国家台办、文化
部命名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
地。莘县鲁西红色文化长廊等
三个项目获得省政府“文化创
新奖”。文化惠民工程全面实
施。聊城实施了“文化惠民三
千”、“一村一年一场戏”、“公益
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全
市每年举办公益演出3000多
场，放映公益电影6万多场。国
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实现了免
费开放。农村有线电视村村通
工程顺利完成。“书香聊城”全
民阅读活动全面展开。善城乡

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
筹城乡文化设施建设布局和资
源配置，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
理、功能健全的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到2020年，市级图书馆、
群众艺术馆达到国家一级，县
级文化馆、图书馆达到二级，县
级全部建有博物馆、美术馆，市
属开发区建成综合性文化中
心，所有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综合文化中心)达到国家三级
以上标准，社区和行政村建有
配套齐全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

艺术创作取得

丰硕成果

聊城艺术舞台精品涌现，
在国家、省组织的比赛、展演中
多次获奖。 在第三届中国豫
剧节上，市豫剧院出演的传统
剧目《陈三两》荣获剧目奖，主
演章兰获优秀演员奖。山东梆
子《萧城太后》入选全省“五个
一”精品工程、国家艺术基金
2014年度资助项目，蛤蟆嗡剧
《三起轿》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16年度资助的项目，山东梆
子《海源阁》入选2015年“山东
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保护扶持
工程”。

到2020年，聊城将继续推
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以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
务，建立健全政府扶持艺术创
作、生产和传播的长效机制，设
立文艺专项基金，扶持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农村题
材、少儿题材的创作生产，推动
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
曲艺、杂技、影视等各艺术门类
创作全面繁荣。以项目拨款的
方式扶持原创、新品、优品、精
品的创作。

构建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体系

阳谷、临清的三段运河、六
个遗产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单，运河申遗取得成效。弘扬优
秀传统扎实推进，在市县公共
图书馆建立了“尼山书院”，
实施了“乡村记忆工程”、“历
史文化展示工程”，在古城区
建设了系列特色博物馆，打
响了“微博之都·故事之城”
的品牌。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逐步完善，现有县级以上非
遗项目500多个，其中国家级
项目 1 1项。非遗生产性保护
取得成效，东阿阿胶股份有
限公司被评为国家级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

聊城计划构建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传承体系。创新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机制，推进遗产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赋予传
统文化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
在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
力。充分利用古城区文化设
施，打造“微博之都”，建设优
秀传统文化聚集区。加强运河
沿线文物保护维修和利用，建
设运河历史文化长廊。抓好萧
城遗址、阿城遗址、尚庄遗址
等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继
续推进“乡村记忆”工程实施，
做好阳谷七级、东阿苫山等传
统村落民俗的保护。鼓励发展
文博事业，建成多种所有制并
举、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博
物馆展览体系。注重鲁西红色
文化资源的挖掘，传承红色文
化记忆。健全完善非遗保护项
目、传承人、传习所、生产性保
护基地、生态保护区“五位一
体”保护传承体系，推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实
施地方戏曲保护传承扶持工
程，实施“优秀传统艺术传承
发展计划”，扶持民间特色文
艺团体，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
来、动起来。

壮大主流媒体影响力

聊城文化产业增加值由
2011年的51亿元增加到2015年
的95 . 6亿元。培育壮大了一批重
点企业和项目，全市现有省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10个，市级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24个。传统文化产
业加快转型升级，绿色印刷、数
字印刷、图书电子商务等快速发
展。民营剧团迅速发展，三家剧
团受到财政部、文化部奖励。网
吧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被文
化部确定为网吧转型升级试点
市。全市有线电视全部实现广播
电视数字化。拍摄了电视剧《铁
血将军》。山东金正动画公司登
陆新三板市场。

未来，聊城将加快广播电
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发展。
推进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舆论
引导能力、媒体传播能力、安全
播出保障体系和技术监管能力
建设，完善广播电视应急体系
和覆盖城乡的广播影视公共服
务体系。促进广播影视数字化、
网络化，有线电视规模化、集约
化和产业化发展。促进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融合，壮大主流媒
体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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