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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试点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

●２０１５年，文化部还将与有关研究机构合作开展“拉
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选择地区采取不同的促
进文化消费措施进行政策试点，以校验政策效果，为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 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说。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
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
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偏低，增长速度也比较缓慢，我国
居民潜在文化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近日，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并
将“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专列一节，要求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中统筹考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的文
化需求，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文化部将
开展文化消费试点项目，拉动居民文化消费。

文化服务将“选择权”交给群众

●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
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目录，开展“菜单
式”“订单式”服务。

———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求。曾经，一些地方提供的书籍不
对群众路子、播放的电影不合观众口味，内容选择上群众
既唱不了主角、也当不了裁判，“服务效能”更无从谈
起。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认为，这是将文化服务“选
择权”交给群众十分重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在广泛
征询人民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菜单”涵盖范
围，在“菜”的来源上真正体现群众的主导性和主体性。

博物馆要守住保护红线

●“馆藏文物具有‘不可再生’等特点，加强保护和
管理仍是核心。条例强调禁止博物馆获得来源不明或不合
法的藏品，是博物馆收藏工作必须坚持的红线。”

———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说。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受利益驱动，文化遗产从考古挖掘
到保护都面临着挑战。如果博物馆没能守住这一底线，使
之成为非法盗掘的栖息地和终点站，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也
会随之受到公众质疑，将为社会传递负面信号。”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大众报业集团与青岛银行、台儿庄运河
古城与国开行山东省分行……１月１６日，在
我省文化金融合作推进会上，１２个重点文化
企业与银行现场签约。当天，共有２８６个文
化企业、项目跟银行达成合作意向，支持意
向金额达１１２.２亿元。这也是我省金融与文化
产业合作的最新成果。

“我省文化金融合作深入推进，初步形
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文化产业投
融资体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
厅长徐向红介绍说，去年，各金融机构结合
文化企业特点纷纷加大文化产业支持力度。
“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制订了《影视动漫贷
款管理办法》，着力加大影视动漫行业支持
力度；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对文化演出等６
个重点领域制定了‘文化悦民’综合金融服
务方案；威海市商业银行在全省率先成立文
化支行，为各类中小文化企业提供综合授信

和贷款融资服务。”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４年底，我省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贷款余额１４７.３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５
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２%，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
速１９.３％。过去一年，我省争取中央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１亿多元，扶持项目２２个；省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２亿元，扶持项目１１１个。

合格的市场主体，是深化文化金融合作
的基础。有业内专家提出，近年来，我省文
化产业发展很快，但层次不高、活力不足的
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部分国有文化企业大
而不强、民营文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偏弱的问
题比较突出，与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差
距较大，与山东文化大省的地位也不匹配。

对此，徐向红表示，“我省文化金融合
作的深入推进，在一度程度上有效缓解了文
化企业融资难、融资少的问题，但文化企业
资金瓶颈依然突出，文化金融合作的潜力依
然很大，特别是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文化产业大有可为，文化金融合作基础良

好，前景十分广阔。”
这个文化金融合作的“基础”，就是我

省不断增多的优质融资载体。文化艺术品产
业方面，我省培育形成了济南英雄山书画古
玩市场、青州书画市场等一批特色产业集
群；文化演出业方面，２０１３年全省艺术表演
团体演出２.１万余场、收入５４１６万元，艺术表
演场馆演出场次１.１万余场、收入２６３０万元，
演出经纪机构主营业务收入６７３７.２万元，文
化旅游演艺产业实现营业收入１亿元；动漫
产业方面，２０１３年底全省动漫企业达到５５６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近２７亿元，年产动画
分钟数５.６万分钟；新闻出版、影视制作、文
化创意等产业，也都发展迅猛。

从经济发展新常态来看，蓬勃发展的小
微文化企业带来巨大资金需求。目前，我省拥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营业户近４万个，从
业人员达２６５万余人；拥有文艺表演团体、演
出经纪机构、娱乐场所、上网服务企业、艺术
品经营机构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１.５万多家，

从业人员７.７万人。去年前三季度，全省文化及
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２１４２个，每
天都有一大批小微文化企业诞生。这些成长
中的小微企业急需资金支持，带来巨大融资
需求，为文化金融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们要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原
则，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徐向红表
示，我们不仅要大力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
还要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养生、教育培
训、制造业、农业、工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加快发展动漫、数字内容、文化创意等
新兴文化业态，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
潜力大的成长型文化企业。

中国民生银行济南分行行长陈焕德建议
说，山东文化产业要积极寻求“文化+特色”的
发展模式。“省内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山
东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色，不断加大对自身
产品的艺术及科技投入力度，提升文化产业
的档次和水平，携手金融机构共同促进我省
文化产业高层次、高起点、高速度增长。”

文化企业“打铁还需自身硬”
——— 我省文化金融“协同”破解融资瓶颈（上）

□ 王红军

前些天，到莒南县新世纪电影城采访，
这座老剧院改造的影城，已经基本上能够实
现收支平衡。２０１５年，影院已再次规划进行
升级改造，投资６００多万元增设３个观众厅，
从而满足各层次观众群体的需求。这座此前
以商铺出租为主的老剧院，不仅盘活了现有
资源，而且有了更好的发展未来。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剧场都依靠出
租场地勉强运营。”我省一家剧场负责人告
诉记者，相对于新建剧场来说，这些老旧剧

场运营相对困难，入不敷出，大大影响了文
化惠民。“有些老旧剧场就剩下‘看门
人’，整天锁着门，不让人进门，这不仅是
资产闲置，也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浪费。”

在此之前，有关部门曾委托山东大学进
行过一次调研：我省剧场保有量位于全国第
四位，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共有１２６个专业演
出剧场，初步计算最初建设成本就有５０亿
元，按照重置投资来算的话，现在至少能够
达到２００亿元，而且这些剧场地处城市的核
心位置，总资产已经不少于３００亿元了。

这么多的国有文化资产，如何真正盘活
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剧场就是一个
“壳”，如果没有内容、没有演出，真正闲
置起来了，会连一个仓库都不如。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剧场的公共文化
属性。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长期以来，
剧场从业人员积极性不高、服务意识淡薄、演

出服务内容少、演出服务不规范等现象制约
着剧场文化服务功能的发挥。但剧场是重要
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宣传的重要场所。

当初，这些老旧剧场都是作为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花费大价钱进行建设的，选址也
都在城市的黄金地段，但在建成之后，这些剧
场就好像失去了“功能”，无法根据观众需求
选择演出，也就无法发挥其在演艺产业链中
的作用。如今，我们只需以较少的财政投入，
就有可能再次盘活这些投资巨大的资源。

其次，我们要以标准化提高剧场的竞争
优势。这些老旧剧场虽然地处市中心，但在
观众停车、演出保障等方面不如新建大剧
院，灯光音响舞美等舞台专业人员也不足，
需要专业的演出服务要求。为此，从今年１
月１５日开始，我省剧场地方标准《剧场等级
划分与评定》正式开始推广，根据硬件水平

和剧场运营质量水平，将剧场划分为四个等
级，给剧场提要求、立标准，让剧场工作不
断完善、剧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断增强，
进而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再次，我们要以演艺活动实现剧场良性
发展。在这方面，许多人有疑虑：老旧剧场能
活跃起来吗？在北京市朝阳区，其文化馆下属
的有９个剧场，刚开始就是组织孩子、老年人
活动，但随着许多民间戏剧爱好者、创作者走
进来，这些剧场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运营，慢慢
地在演出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现在，我省有了自己的剧院联盟，有了
自己的剧场院线，有了自己的票务系统，也
有望通过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形式对剧场进
行财政支持，承接更多高质量、高水准的演
出，不仅能在文化惠民上出一份力，在演艺
市场上分一杯羹，而且能更好地盘活这些文
化场馆资源。

３００亿的场馆资源如何“盘活”
——— 全省文化场馆运营思考之一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月19日上午，山东美术馆新馆，一场
以“安全”为核心词的应急综合演练在此
举行。

展厅里人流如织，这里正在展出众多
名家画作，观众或驻足凝思，或低声交
流。

突然，展厅东南侧配电柜因电器过热
起火。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正在展厅内值
班的服务员第一时间发现火情，立即就近
用干粉灭火器控制火情蔓延，并使用对讲
机及时向消防中控报告求援，同时开始组
织观众疏散。

随后，保安灭火组、工程灭火组、医务救
援组、布撤展组等接到报警信息，迅速赶赴
火情现场，实施火情扑救及作品抢救。工程
组及时切断电源，保安灭火组使用干粉灭火
器灭火的同时，另有一组人员迅速抛接消防
水带，做好准备，以防火势扩大。

各楼层展厅的观众、办公人员，在服
务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安全撤离。而外围
的保安员、物业办公人员等，则立即在展
馆周围拉起警戒线，防止图谋不轨人员趁
乱混入展厅。

很快，在中控室指挥调度下，各组人
员分工负责，现场火势被扑灭，观众和工
作人员及时安全疏散，展品等也保护完
好。

当天上午，还进行了防美术品盗抢实
战演练、防暴实战演练、抛接消防水带实
战演练、车辆指挥和盾牌操练等科目，以
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把控对
突发安全事件的应对能力。

保安员姜剑刚刚参加完抛接消防水带
等科目演练，呼吸还没有平复下来。他
说：“平时我们也经常举行类似的安全演
练。一方面可提高我们的消防和安全意
识，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实战技能，做到临
事不慌，处置有序。”

山东美术馆党总支书记柳延春担任了
当天演练的总指挥。他介绍说，当天的活
动属山东美术馆例行安全演练。山东美术
馆新馆2013年10月12日正式开馆，安全工
作就被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来抓。如今，
馆里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制，完善了安
保工作七个方面的制度，制订了八个方面
的应急预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

保卫制度和措施。并且每季度进行一次安
防知识讲座，与属地公安、消防部门配
合，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演练和消防知识
学习。“我们坚持每周五组织相关负责人
和部门召开一次安全例会，总结一周工作
得失。保安24小时值班、巡查。坚持预防
在先，确保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省直文化系统23个单位的相关负责人
60余人来到现场观摩实战演练。山东省京
剧院院长郑少华介绍说，1月8日，省京剧
院邀请消防部门专家举行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使用消防器材进行演练。随后又对梨

园大戏院、排练厅、办公楼、仓库等进行
全面排查，“对剧场舞台下边乐池的防鼠
措施等细节问题，也都一一重新强化。回
去后我们也将进行专门培训，组织不定期
演练，确保演出安全、场所安全、观众安
全。”

山东文化娱乐中心副主任马克洪表
示，为了保障历山剧院、厅机关驻地等安
全，我们制订了详细方案，“每季度进行
消防演练；每周五组织安全检查，安巡队
伍全方位排查。剧场有演出的时候，场内
禁烟等规定都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介绍说，1月2
日，省文化厅召开紧急安全生产会议，要
求确保文化战线不出安全问题，“各单位
迅速行动，排查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在
安全生产方面，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红线
思维、风险思维。文化场馆和人员密集文
化场所，要全力做好防火灾、防暴恐、防
极端、防踩踏等安全管理。同时，扎实开
展好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落实好
应急预案和值班报告制度，建立应急演练
常态机制，各单位每年至少两次开展安全
演练活动。”

我省文化系统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确保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月19日，在山东美术馆东门小广场，安保人员举行安全应急演练。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23日至3月8日，“品书香 赏鲁

砚——— 山东传统名砚精品展”将在济南市泉城路新华书店
二楼的“三希堂”书店开展。此次鲁砚展共展出10余种山
东传统名砚，包括红丝砚、徐公砚、尼山砚、浮来山砚、
金星砚、龟石砚、田横石砚、砣矶砚、薛南山砚、燕子
石、淄砚、紫金石砚等，展品共计300余件，其中包括刘
克唐等诸多制砚大师的获奖作品。

鲁砚是以山东所产砚石制作而成的砚台的总称，具有
悠久的历史，所产砚石品类达20余种。在制作传承过程中，
鲁砚逐渐形成了巧用天工、简朴大方、文化底蕴丰厚、艺术
风格鲜明等特色。近年来，鲁砚制作中涌现的《听竹砚》、《黄
河情砚》、《甲骨砚》、《相思砚》等作品，享誉国内外砚坛，被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砚文化爱好者珍重和收藏。

山东传统名砚精品展

济南启幕

□新华社发
1月21日，临沂市柳琴传承保护中心歌舞团的张凤英

（左）在平邑县保太镇表演时与村民互动。近日，临沂市
启动惠民演出活动，此次惠民演出活动将持续到3月底，
预计演出300余场。

□郑超 报道
1月19日，在惠民县胡集镇中心小学的课堂上，剪纸

艺人魏道琴正指导小学生们剪出生动的羊年剪纸。随着春
节临近，该镇中小学开展“剪纸献艺迎羊年”活动，以培
养学生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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