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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多家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

因履责不力等原因被撤换调整

●文化部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动态管理
３年多来，已对５５４家项目保护单位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认
定，其中由于履责不力、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具备履
责能力和条件等原因而进行变更的有３００余家。

———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有关负责人介绍，２０１１
年文化部建立国家级项目定期自查、报告机制、督促检查
和社会监督机制，对国家级项目实施动态管理。２０１２年９
月，根据督查情况作出了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撤销的决定，继
而下发通知，对４３３个第一、二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保护单位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认定。２０１４年初，又对鼓舞
（花钹大鼓）等１２１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目前，文化部正在对各地提交的变
更保护单位材料进行审核，并将于近期调整一批国家级项
目保护单位。今后将逐步完善定期对存在问题的保护单位
进行调整、淘汰的工作机制。

中国人不能总被别人家的文化“激荡”

●“通过写‘北平’，我其实很想说的是，我所坚持
的一种文化表达——— 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文化坚守。”

——— 《北平无战事》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说。“世
界文化如此多元，你‘激荡’我、我‘激荡’你，都是在
所难免，但我们自己不能总是被别人家的文化‘激荡’。我
也看不少外国作品，也会觉得有很多好东西，但静下心来、
回头想想，那毕竟是别人家的。所以我坚持自己的创作，这
一次写中国人在１９４８年的某种生活状态，虽然我写得也不
全面，但想告诉读者，中国人有自己的一个活法。”

（孙先凯 辑）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文化厅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加强

公共文化资源管理，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文化资
源中设立私人会所。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通知精神，省文化厅
通知要求，要明确各级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资源的公益属性。在公共文化资源中设立私人会
所，侵占群众利益，助长不正之风，有损政府形象。要做好私
人会所的认定与整治。对认定的私人会所，要明确责任人和
整治期限，依法依规进行整治，区分情况进行处置。

据介绍，我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
对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公共
文化设施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政府举办的
公共文化设施的文化用途，不得开展与公共文化设施功
能、用途不相符合的服务活动，不得以自建、租赁、承
包、转让、出借、抵押、买断、合资、合作等各种形式设
立私人会所。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发现问题限期整改。

同时，我省实行信息公开，鼓励媒体、群众举报公共
文化资源中的私人会所，对举报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
实，严肃处理。对工作失职、徇私舞弊的，依纪依法追究
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我省严禁在公共文化资源中

设立私人会所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从年中热播的《马向阳下乡记》，到年
底热议的《老农民》，这些2014年在业内引
起普遍关注的“鲁剧”，背后都有中国民生
银行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的影子。目前，民
生银行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已在北京、上
海、济南等地开设了分部，仅济南分行的文
化产业客户数就达到近200户。

1月16日，中国民生银行济南分行行长
陈焕德告诉记者，民生银行逐步加大对融资
租赁、产业链融资、无形资产抵质押贷款、
投资银行等信贷产品的运用和推广力度，对
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也从过去简单的信贷业
务支持，逐步向综合化的金融服务转变。
“截至去年底，济南分行对文化产业客户的
贷款余额达到了13 . 6亿元。”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和文化企业，在文化金融合作方面进行了很
多有益探索，创新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旅
游景区收费权质押、艺术品质押、非物质文
化遗产质押等多种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

式，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
持，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2009年推出全国第一单书画艺术品
质押业务之后，我们不断丰富艺术金融产品
组合，2014年相继推出了竞拍贷等新的艺术
金融产品及艺术品仓储、策展等艺术服务，丰
富了艺术金融产业链。”潍坊银行行长闫红兵
表示，截至去年底，该行书画艺术品质押贷款
近70户，贷款余额7 . 3亿元。

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岛名扬影视公司，在
拍摄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时，由于影视演
员招募、广告宣传等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
时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眼
看拍摄就要被迫延期，青岛银行果断放宽贷
款条件，发放了300万元小企业贷款，为剧
组解决了燃眉之急。

青岛银行行长王麟表示，我们将支持文
化产业作为新的业务发展机遇，从产品设
计、流程再造、模式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性地提出了“十项模
式”，逐步走出了一条“文化+金融”的特
色发展之路。“当前，除了科技支行和社区

支行外，我们正在积极规划建设文化金融银
行，以便提供更专业更贴心的文化金融服
务。”

“山东文化金融合作形式日趋丰富，文
化产业融资渠道更趋多元。”中国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行长杨子强表示，“国开行山东省分行
将在‘十二五’期间为曲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提供150亿元的融资支持，青岛市２１家银
行与32家文化创意企业达成11 . 3亿元的融资
协议，齐鲁证券与山东华辰影视发起成立全
省首只影视文化产业基金。”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里，文化
企业的成长艰难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融资
难、融资少等方面需要探索“闯关”。王麟
认为，“文化产业的经营格局以中小文化企
业为主，经营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
弱，加上不少企业财务和经营信息不够透
明，银行难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
进行有效监督，给银行的授信调查和评估带
来困难。”

艺术品融资领域的鉴定、评估、托管机
制，尤其是风控链条中的变现机制构建一直

是个难题。为此，潍坊银行引入了“预收购
人”模式。在放款之前，银行找到一个对质
押艺术品鉴定评估结果和质押价值认可的专
业机构或艺术品投资业内人士担当拟质押艺
术品的预收购人，并由预收购人与借款人签
订“质押艺术品远期交易合约”，一旦借款
人到期部分或全部违约，预收购人可以按照
借款金额收购质押品，代为偿还银行借款。
目前，潍坊银行预收购人队伍已经扩大到31
家，预收购额度达15 . 3亿元。

“我们的许多中小文化企业由于规模
小、信息透明度低等问题，难以达到银行贷
款条件，需要创新实施综合型金融服务方
式。”杨子强表示，“文化金融部门要积极
推进文化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金融机构要探
索建立文化产业集聚区、文化产业园区等特
色支行，对小微文化企业要探索发展文化产
业供应链金融服务；保险部门应探索发展文
化产业专业保险公司，创新文化贷款保证保
险等，为银保合作支持文化产业创造条件，
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文化与金融深度融合，推
动文化金融加快发展。”

创新实施综合型金融服务方式
——— 我省文化金融“协同”破解融资瓶颈（下）

□ 王红军

前些天，在一场山东剧场标准研讨会
上，有老剧场的负责人提出：“我们现在新
建成的大剧院，许多都交给保利、中演院线
托管运营，政府每年还有财政补贴，为什么
我们这些老剧场没有财政补贴优惠？”这是
事实，但与其“抱怨”，不如“起而行
之”，有“作为”剧场才有地位。

如今，我省共有126个专业演出剧场，
但绝大多数是老旧剧场，大都由原来的事业
单位转制而来，管理人员也没有发生根本改
变。过去，除了财政拨款外，这些老剧场大
部分依靠出租场地勉强运营，能够坚持演出

的少之又少。到现在，部分剧院还存有等、
靠、要的想法和念头，在演出市场上少有作
为。

自筹办十艺节以来，我省相继成立了山
东演艺联盟、山东剧场院线，组织全省剧场
“抱团”发展。但在一些交流会上，屡屡有
老剧场负责人大倒苦水：“剧场平均每年演
出20场，多演多赔、不演不赔，这怎么解
决？”“演艺市场这么差，观众不愿意买票
看戏怎么办？”

种种说法，似乎都有几分道理。但从剧
场运营来看，没有像样的演出，永远不会有
观众、不会有市场。以前，由于缺少专业管
理、服务人才，这么多剧院在文化惠民方面
贡献很少。有的新建或改建剧院，硬件设施
达到了较高水准，但半年仅安排了5场演
出，这不能不说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花钱引进
专业机构，参与许多新建大剧院的运营管
理。十艺节后，我省对新建剧场都建立了较

高的补贴机制，如省会大剧院财政每年补贴
1313万元，青岛大剧院2795万元，烟台大剧
院1500万元，潍坊大剧院2000万元，德州大
剧院950万元，泰安大剧院850万元。这些剧
院活跃了当地的文化消费市场，提升了市民
的艺术欣赏水平。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昂贵的财政补
贴也非长久之计，需要我们的演艺联盟、剧
场院线有自己的担当，能够提供“适销对
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更要
在门票价格收费上保持亲民姿态。如此一
来，何愁我们的文化场馆里没有观众，何愁
政府不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文化场馆？

当然，剧院运营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支
持。此前跟上海大剧院院长张哲交流时，他
就提出，近些年，全国各地大剧院在逐渐下
调票价，但对于许多工薪阶层来说，到剧院看
演出仍是件奢侈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平均票
价超过居民月收入的5%，而欧美国家基本上
是在2%以下。不降低票价，很难把观众拉到

剧院来。但是降低票价，必须要有很多的政
策来配合，并不单纯是剧院本身的问题。”

以2013年为例。我省文化事业费总量居
全国第6位，但人均文化事业费仅25 . 31元，
比全国38 . 99元的平均水平低13 . 68元。此
外，全省各市水平也相差较大，发展不均
衡，最高的市与最低的市相差40多元。人均
文化事业费投入不足，直接表现在公共文化
场馆硬件很好，但功能不强。

现在，许多新剧场利用率较高，老剧场
生存艰难，尤其是部分剧场“入不敷出”，已经
严重影响了文化惠民活动。我们的各级政府
只要拿出新剧场补贴的1/5甚至1/10补贴老
剧场，它们就能很好运转。这个前提是，我
们的剧场能够在文化惠民上树立自己的地
位。

有剧场负责人说：“如果老剧场有新剧
场的财政补贴，我们天天演出都没有问
题。”但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只有天天演
出了，剧场才可能有补贴。

坐而怨之，不如起而行之
——— 全省文化场馆运营思考之二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29日，“山东文化交流

节”在我国台湾高雄正式启动，期间将举办
山东杂技新春特演和山东春节民俗展演等活
动，这两项活动也被列入国家2015海外“欢
乐春节”项目。

海外“欢乐春节”活动由文化部等多部
门组织主办，自2010年春节开始举办，至今
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成为国家重要文化品
牌活动。

山东文化交流节上的山东杂技新春特
演，将于2月15日至3月5日举行，每天演出4
场。山东春节民俗展演，包括《山东木版年
画展》，展出80幅作品，从1月29日一直展出
至3月31日，展期两个月；“山东非遗民俗展
演”将于2月17日至3月7日举办，现场展演潍

坊木版年画印刷、潍坊风筝、潍坊布玩具、
高密剪纸和曹州面塑等5个富有山东地域文
化特色的民俗文化项目。

据介绍，我省还有多项文化活动被列为
2015年海外“欢乐春节”活动项目。其中，1
月27日至2月9日，由山东歌舞剧院、山东省
京剧院、山东省杂技团等组成的山东艺术
团，将赴新加坡参加第二十二届“春城洋溢
华夏情”演出活动。

2月7日至17日，由山东省文化厅、山东
歌舞剧院、山东省杂技团等组成的山东艺术
团，将赴韩国、日本举办“欢乐春节”活
动，表演内容涵盖歌舞、杂技、民俗表演等
项目。

应埃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邀请，2月5日
至9日，省文化厅还将组派山东艺术团赴埃

及参加春节大庙会活动。将举行民乐演奏、
现代舞表演、非遗项目展演等。这项活动是
省文化厅与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年度合作的收
官之作，也被列入2015海外“欢乐春节”项
目。

此外，2月7日至11日，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将赴埃及参加2015埃及华人华侨春节晚
会；2月10日至18日，济南演艺集团将赴瑞典
参加“欢乐春节”演出；3月1日至7日，山东
博物馆将赴法国布列塔尼孔子学院举办“素
手纤纤—山东鲁绣精品展”；春节期间，山东
演艺集团、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山东龙视天下
传媒集团组成的艺术团将赴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举办中国大型戏曲服饰意象艺术展演《大
羽华裳》表演。这些活动也均是“欢乐春节”的
组成部分。

山东节目活跃海外“欢乐春节”舞台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我们村图书室30多平方米，

图书藏量近2000册，新建文化健身广场两
处，前不久，俺村还参加全省百家书香之村
评选呢。”菏泽市郓城县黄集乡郭庄村党支
部书记高现昌说。他说，三年来，省文化厅
选派到村里参加帮包工作的三位“第一书
记”，推行文化治村，如今村民生产生活环
境和幸福指数“达到前所未有的好水平”。

在第一轮“第一书记”选派工作中，省
文化厅三年共选派十五位“第一书记”帮包
郓城县黄集乡的五个村。郭庄村就是其中的
一个村。高现昌说：“第一书记文化治村特
色鲜明。村里成立了妇女秧歌队、庄户剧团
和腰鼓队。第三批第一书记还在郭村开办儒
学讲堂，领导村民开展文化活动，通过学
习，村民行孝为善成为一种新时尚。”

另外四个村，文化治村也是成绩斐然。
刘楼村、侯庄村、义和庄村、西张庄村分别
建起文化广场、文化室、报刊阅览室、农家
书屋，购置图书，绘制文化墙，还购买了秧
歌服、舞蹈扇、乐器等，文化娱乐设施越来
越齐全。

目前担任郭庄村“第一书记”的刘玉国，
代表第一书记工作队介绍说：“文化治村成为
特色。三年的第一书记帮扶工作，加强文化设
施建设，五个村都建起了文化广场和文化大
院、图书室和文化广场，省文化厅还专门拨付
资金60万元，协调配套资金15万元，扶持黄集
乡举办综合文化站。五个村成立了5支秧歌
队、1支腰鼓队、3个庄户剧团，开展丰富多彩、
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黄集乡党委书记何广峰介绍说，省文化
厅选派的第一轮三批“第一书记”，从2012
年4月进驻黄集乡以来，抓党建促脱贫，
“五通”、“十有”、“三达到”各项工作
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总投入达3040万元。超
越标准、超越范围完成任务。“以前黄集乡
没有一支秧歌队，现在全乡已有36支秧歌
队，文化活动丰富，村民参加踊跃，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变化巨大。”

“第一书记”

文化治村成特色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刘智峰 报道
1月28日，东营武警直属大队三中队

的战士们收到了东营市东营区文广新局文化
志愿者送来的500多册图书。当日，东营区
图书馆在东营武警直属大队三中队设立了军
营“流动图书室”，免费为警营提供图书借
阅服务，受到官兵欢迎。

□孟令旭 范风奎 报道
日前，滨州市吕剧团送戏下乡到沾化区黄升镇吴家

村，演出了《姊妹易嫁》、《小姑贤》、《喝面叶》等经
典剧目，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质量的视觉盛宴。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张海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我省2015年两会召开之际，省图书馆

再次启动了两会服务工作。自2002年以来，省图书馆每年两
会期间都在代表驻地设立服务台，开展现场办理图书借阅
证、数据库检索卡、书刊借阅、资料发放、文献信息检索以及
专题信息咨询等服务，至今已持续14年。

今年的两会服务，省图书馆以2014年至2015年间党中
央、国务院，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与工作任务为
依据，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焦点问题，精心编制
了《经济发展新常态 阶段性特征》、《创新驱动 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社会治理 依法治国》、《资本市场 现代金融
体系》、《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等专题资料，为两会代
表及委员提供科学、深入的专题信息服务。

省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两会服务已成为图书
馆的一项常规化服务，并在每年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服
务方式、服务内容。“我们依托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和专
业信息服务队伍，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服务，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省图书馆14年信息资源

服务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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