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乐享日照文化大餐
“文化建设年”推动滨海文化名城建设

本报记者 张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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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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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惠 民 文 明
育心”主题，全
市文化建设快
马加鞭。

从“ 经 济
惠民”向“文化
惠民”，日照加
速 构 建 政 府 、
民间、社会、市
场 、产 业 多 方
互动的公共文
化 服 务 体 系 ，
满足群众日益
丰富的文化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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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在莒》今年演出过多场，均受到市民追捧。 本报记者 张永斌 摄

▲本报2012年7月11日B02版，日照市出台23条政策，进
一步放宽政策限制，全力助推日照市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发展快马加鞭

今年7月份，日照市委宣传部、日照市工
商局联合推出包含23条优惠政策措施的《关
于充分发挥工商职能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
意见》，并正式实施，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
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滨海文化名城建
设。

该意见从支持文化市场发展、服务文化
体制改革、营造文化企业发展宽松环境三个
方面 ,降低登记门槛 ,放宽政策限制 ,全力助推
日照市文化产业发展。

2012年是“文化建设年”，围绕“文化惠民
文明育心”主题，全市文化建设快马加鞭。

日照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基层和农村
文化设施扶持资金，分别增加至2000万元和
500万元，并设立200万元日照文艺奖。市级综
合文化中心、日照图书发行大厦、日照保利凯
德广场国际影城、莒州文化中心、岚山区文化
中心等一批投资过亿元的文化场馆设施正在
加快建设。

如果说，城市“文化地标”主要面向高端
文化艺术欣赏，那么，各基层文化场馆则重在
满足群众最基本文化需求。

几番追赶，日照市县两级均建成了“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全市乡镇综合文
化站、行政村文化大院、文化活动室建成率实
现100%，农家书屋实现了全覆盖；农村有线广
播“村村响”工程进村率和使用率均达到
100%，有线电视“村村通”工程进村率和入户
率分别达到100%和93%。

到2014年底，全市城乡将实现“15—20分
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全覆盖，达到步行15-20分
钟就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

立足“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自2011年

起，日照市各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并新增服务窗口数13

个、品牌项目17个，服务更加温情和人性化。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为推动“文化建设年”活动深入开展，7月
17日至19日，市“文化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召
开全市“文化建设年”活动现场观摩推进会
议，期间，与会人员到各区县文化大院、文化
企业、文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项
目建设现场进行了观摩，随后又召开了全市

“文化建设年”活动现场观摩推进总结会议。
全市“送戏下乡”1365场次，电影公益放映

35000余场次，基本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
影。市艺术剧院充分利用流动舞台车，积极推
出“梦想大舞台”文艺演出下基层活动。

以前下乡演出，还要现场搭台，费时费
力，现在有了流动舞台车，半小时就能把舞台

“变”出来。通过流动舞台车、流动书屋流动文
化设施，文化下乡更便捷、覆盖更广了。

不仅要把文化送下去，更要让文化在基
层生根发芽。日照市文化惠民已从单向的

“送”演变成精彩的文化互动。实现了群众文
化活动演出内容和形式、基层文化队伍培养
机制的创新，为乡村、社区培育了一支支带不
走的文艺团队。

台上是熟悉的面孔，演的是身边事，听到
的是熟悉的乡音。如今，展示乡土文化，没有
围墙的“梦想大舞台”已遍布日照大地，形成
了“港城之夏”、“山城之夏”、合唱艺术节、“说
唱新农村”等演艺品牌，吕剧、周姑戏、茂腔等
传统文化资源得以恢复发展，极大地调动了
全民参与文化的热情，社会效益成倍放大。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群众不光是文
化的受惠者、享受者，更是文化的主人翁、创

造者。有了他们的参与，文化惠民真正汇入了
文化民生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全民共振共享。

从项目带动到产业聚集

日照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指导，
落实《日照市“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
划纲要》、《日照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2—
2020)》,完善文化项目建设的配套政策。

根据省文件精神，结合日照实际，制定出
台了日照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园区(基地)和
文化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研究实施了促进文
化与科技、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文化走出去、
鼓励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等意见，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文化项目建设提
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如今，日照市通过加强对活态“非遗”的
保护、传承及开发，铸造起一个个亮丽的文化
品牌。体现日照特色的文化大项目成绩斐然。

莒国文街、潮白河水利景观工程等一批
大型公共文化设施项目相继建成使用，成为
市民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的主要场所。高清三
维动漫《神童项橐》、动画片《山海传奇》等一
批特色鲜明、成长性好的大项目正在加紧推
进。

为了加快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
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日照市正按照“一中心二
带三区六基地”的总体思路和发展布局。

培育一批龙头企业，重点发展文化创意、
新闻服务、印刷复制、演艺娱乐、影视制作、广
告会展、文化旅游、古玩收藏等十大产业，不
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和外围层比重，着
力构建地域特色鲜明、布局科学、结构合理的
文化产业发展格局。目前，日照文化发展呈现
出“昨天文化”异彩绽放，“今天文化”方兴未
艾，“明天文化”异军突起的可喜景象。

▲本报2012年4月11日B05版，日照市申报的作品被文化
部评为2011年全国美术馆发展扶持计划优秀展览项目。

▲本报2012年4月10日C03版，关注《毋忘在莒》复排首演
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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