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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山东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布

2015年建成重要区域文化中心
本报济南8月1日讯 (记者

师文静 郭静) 省委宣传
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部
门1日上午联合召开新闻发布
会，向社会正式发布《山东省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对我省未来五年文化改革
发展作了全面部署，提出到
2015年初步成为全国重要的
区域性文化中心。

《规划》围绕建设文化强
省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十二
五”时期我省文化改革发展的
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以及具体
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
了“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
展的九项重点工程及30余项
重点项目。

《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
年，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
本建成，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更
加活跃，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
护；文化产业实力和竞争力明
显增强，文化产业增加值翻两
番，占GDP的比重超过5%，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现代
文化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城乡
居民文化消费支出达到总支
出的20%；有利于文化科学发
展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经济
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建
成，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大幅提升；全省文化发展的主
要指标、文化事业整体水平、
文化产业综合实力走在全国
前列，初步形成全国重要的区
域性文化中心。

围绕实现上述目标，《规
划》从加快“文明山东”建设、加
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
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
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加
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传播体
系建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与合理利用、推动齐鲁文化

“走出去”、加强文化人才队伍
建设等九个方面作了部署。

为推进重点任务，《规划》
确立以重点工程来带动的思
路，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九大
重点工程，即：重点骨干文化
企业培养工程、公共文化服务
建设工程、文化精品创作生产
工程、文化产业布局工程、文
化产业载体建设工程、传播体
系建设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工
程、齐鲁文化“走出去”工程、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等。

《规划》并将目标细化为30余
项重点项目，这些项目既包括
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如省
会文化中心、省美术馆新馆、

“山东省艺术之家”等，也包括
直接面向群众的文化民生项
目和重大产业项目。

做大做强做优骨干文化企业
本报记者 邢振宇 郭静 李钢

《规划》从起

草到发布，历经

一年零八个月，

它有哪些亮点？

对我省文化改革

发展将起到什么

作用？

●文化企业上市
争取5年内上市文化企业

超过10家。5年内重点培育100个
文化产业品牌。规划建设年产
值过百亿元的园区(基地)10个。
●三网融合

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加
快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完

成全省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及
数字化双向改造，实现全省有
线电视网络全程全网。
●遗产保护

推动大运河山东段世界文
化遗产申报，启动山东数字化
博物馆项目建设，推进中华文
化标志城规划建设。

●创意山东
《规划》明确提出，着力构

建以青岛为龙头的半岛城市
群和省会济南城市群“两大文
化产业圈”，黄河文化、运河文
化、滨海文化“三条文化产业
带”，“多组团文化产业集聚
区”的发展格局，实施创意山

东计划。
●齐鲁文化走出去

在海外建设10个以上的海
外山东文化中心。每年遴选20

名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到国外
交流培训，传播齐鲁文化。5年
内邀请100名世界顶级文化名人
到山东交流、访谈、讲学。

格其他亮点

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近日在济南开通。(资料片)

培育新时期

山东精神

《规划》指出，加快“文明山
东”建设，进一步培育新时期山
东精神。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山东省文化产业理论创新基
地首席专家王志东认为，建设
文明山东的首要任务就是建
设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

“ 这 个 建 设 过 程 最 关 键
的，就是要避免机械照搬，生
硬灌输。”省委党校副巡视员、
教授魏恩政认为，要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转化
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内容，达到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教育效果。

同 时 要 放 宽 视 野 ，积 极
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以及国
外价值体系建设的成功做法
和 经 验 ，丰 富 我 们 的 教 育 方
式。

推动骨干文化企业

跨地区跨行业整合

《规划》提出，要着力培育
文化市场主体，全面完成国有
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任
务。推动骨干文化企业开展跨
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资源整
合、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做优一
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集团，
培育文化领域的大型骨干企业
和战略投资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
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体
地位，意味着文化的发展不能
再延续传统的发展模式——— 政
府办文化的模式。”魏恩政指
出，要让企业成为文化产业的
中流砥柱，这是市场经济的基
本要求。

“大众报业集团利用自身
品牌整合资源，以资本和产权
为纽带的整合模式，先后与潍
坊日报报业集团、临沂日报报

业集团进行战略合作，实现合
作共赢。”魏恩政说，这种模式
不仅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
规律，也是现代企业发展、壮大
的有效途径。

2012年7月，由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公布的《2011年新闻出
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大众报
业集团在全国47家报刊集团总体
经济规模综合评价中名列第五。

魏恩政指出，这种以资本
和产权为纽带的整合方式在

《规划》中得到肯定：“支持大众
报业集团以资本和产权为纽
带，整合地方党报和其它非时
政类报刊资源，建设主业突出、
业内领先、核心竞争力强的大
型报刊集团。”

“传媒集团开展跨地区、跨
行业、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是
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山东大
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孔令顺认为，《规划》为山东传
媒企业的未来发展明确了方
向，指明了路径。

抽取1%住房开发投资

用于社区文化设施

根据《规划》要求，“十二
五”我省将构建城乡15～20分钟
公共文化服务圈。

《规划》明确提出，落实从
城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1%用
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政策，
加快完善城市社区文化功能。

魏恩政认为，构建15-20分
钟文化服务圈需要政府主导，
拿出科学的规划，根据城乡不同
的文化需求设计有层次有差别的
科学高效的文化设施。“建设公益
性文化事业，政府投入要到位，不
能过分强调经济效益。”

“只有房地产的城市是没有
文化、没有魅力的，也是很难可持
续发展的。”魏恩政说，从城市住
房开发投资中提取1%用于社区
文化设施建设，是解决文化设施
建设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符合
实际。

争取5年内上市文化企业超10家

格《规划》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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