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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E6_96_87_E5_c25_248857.htm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积

极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

展的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甘肃省“十一五”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精神，促进我市文化产业快速发

展，5月下旬，由市政协组成的调查组。先后对***区的文化

产业开发中心、社区文化站及文化产品营销场所、进行了视

察，并与当地政协委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文化产品经销人

员进行了座谈。 一、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及成效近年来，

全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

、省上的方针政策，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按照市委、市政府“主攻三大目标，建设四大基地

，推进六大新跨越”的总体思路，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立足

于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以建设文化名市

为统揽，有力促进了我市文化事业健康、协调、稳步发展，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文化事业的

发展为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全市上下在促进文

化产业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取得了明显成

效。截至2006年底，全市文化经营单位发展到1356家，其中

：国营和集体、个体演艺单位30多家，音像业经营单位193家

，娱乐业经营单位619家，艺术培训单位39家，网络经营单

位93家，印刷（复印)经营单位140家，艺术品经营单位93家。

实现总产值12285万元，占全市GDP的1．17%，年上缴税

金735万元。文化产业从业人员7780余人。总的来说，全市文



化产业的发展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市委

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市委、市政

府对文化产业高度重视，切实做到“思想到位、领导到位、

政策到位、措施到位”。特别是2004年省政府《关于加强和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甘政发〔2004〕65号）下发后

，市上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贯彻落实意见，提出了我市文

化产业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并制定下发了《平凉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和文化产业发展规

划，使全市文化产业思路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为发展

文化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打造文化品牌，极力发展特色

文化。我市把打造地域特色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通过举办崆峒文化旅游节、成立崆峒武术学院、开发崆

峒山主题文化产品、举办中医针灸（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及

皇甫谧文化节、建设皇甫谧陵园、西王母祭祀活动、开发西

王母剪纸系列文化产品，维修静宁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和

泾川县吴焕先红军楼，举办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大会等一系列

庆祝活动，逐步打造和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崆峒文化、皇

甫谧文化、西王母文化、成纪文化。我市纸织画、烙画、剪

纸、挂毯、木雕、高抬、皮影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极

富鲜明地方民俗风格的艺术瑰宝，已经成为我市独具特色的

文化。3突出地域特点，文化支柱产业初步形成。通过挖掘崆

峒山、王母宫、紫荆山、龙泉寺、云崖寺、莲花台等景区文

化内涵，提升了旅游景区的文化品位。截至10月底，我市共

接待国内外旅游者13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

．1亿元，均居全省第二位。全市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

到97．77%、90．72%。网络经营单位发展到91家，年产值



达1862万元。出版发行事业快速发展，全市已有出版印刷机

构426家，从业人员2900多人，年产值达9194万元。全市书画

、文艺演出、艺术培训业及各类歌舞厅、KTV量贩、音乐茶

座等娱乐场所年收入达2000多万元。78名民间作者制作的840

多件彩灯、木雕、面塑、剪纸等工艺品在2004年首届甘肃民

族民间文化艺术节展出后深受好评。4、文化产业投入逐年加

大,经济效益明显增强。十五以来，全市共完成文化建设资

金3．76亿元。其中：广播电视局在“村村通”等重点项目建

设投资1000多万元，圆满完成了广播电视节目光缆传输。平

凉日报社累计投资130万元，完成了《平凉日报》彩印工作。

投资1??3亿元先后实施了静宁成纪文化城后续工程建设，宝塔

博物园环境改造及人民会堂维修改造工程，平凉市博物馆馆

藏文物保存环境标准化建设试点等重大项目。新建“三馆”

及其他文化设施16个，改扩建“三馆”13个，使多数县（区

）“三馆”建设基本达到了标准要求。旅游业投资2．36亿元

，完成景区建设、景点维修工程15项，新修景区道路120多公

里，开发旅游新线路5条，进一步提高了我市旅游产品的知名

度，全市旅游综合收入和接待人数跃居全省第二位。文化产

业是在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朝阳

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市文化事业在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市委宣传部的协调指导下发展较快，主要以基础

设施建设、文艺创作和演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人才

队伍建设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为重点。一是加大项目建设力

度，全市文化基础设施投资3．75亿元，其中：县、乡文化馆

（站）建设1．3亿元。新建、改扩建文化“三馆”等设施29

个，建成乡镇文化站99个，村级文化室1220个。二是文艺创



作精品叠出。近年来，先后创作大型剧本14个，小戏小品42

个，歌曲69首，舞蹈47个，书籍30多本，受到观众好评。三

是群众文化生活进一步活跃。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需求，先后举办各类大型演唱会、灯展及大型节会48次，展

演196场次。乡村集会、体育比赛、春节社火、春官赛诗会等

活动，全面展示了我市农村文化艺术，为促进农村文化工作

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四是创建达标工作进

展顺利，先后创建全国文化模范县、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

文物工作先进县各一个，全省文化先进县区3个，省级历史文

化名城1个，省级示范性文化站、达标文化站、示范书库31个

，市级文化先进乡（镇）、达标文化站、民间艺术之乡、达

标村文化室212个，基本建成了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体系。五是重视人才，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逐步

壮大文化队伍。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全市文化事业从业人

员增至937人。六是深入挖掘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市上成

立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机构和专家委员会，建立了民族民间

文化资源项目名录。争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7个（

华亭县曲子戏、灵台县灯盏头戏、灵台县皇甫谧针灸术、平

凉春官歌演唱、庄浪县高抬、庄浪县马尾荷包、平凉剪纸）

，其中华亭县曲子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确定市级重点保护项目45个。总之，通过视察我们认为，全

市文化事业在基础薄弱，资金、人才缺乏的情况下，市文化

出版局开拓创新、想方设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之，全市文化产业的初步形成是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也是市委宣传部协调指导的结果，

更是市文化出版局、广电局、旅游局、平凉日报社和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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