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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 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

如果说株洲电影行业的改革打开了
新体制之门，那么，株洲剧院改革的成效
则更多地体现出对人的生产力与创造力
的释放。

1 月25日，记者来到株洲市戏剧传承
中心。排练厅里热闹非凡，演员们正在认
真地排练歌舞节目。株洲市戏剧传承中
心主任肖鸿斌介绍说，演员们正在为 2月
3 日举行的衡阳常宁市春晚节目做最后
的准备。“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走出了株
洲，拓展到了北京、广州、江西等地，这样

的中小型商业性演出全年达 100 多场。
放在以前，不可能有这么多演出机会，因
为没人愿意演。”肖鸿斌说。

无人愿演，是剧院改革前存在的通
病，其背后折射的是干与不干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机
制。这种机制造成人才不断流失，而
新来的年轻人才由于看不到希望，也
不愿意留下来，直接影响到剧院的管
理与发展。

株洲市歌舞剧团和花鼓剧团，都是

有着 50 多年历史的老剧团。为优化整
合资源，株洲将两家单位合并，成立市艺
术剧院。在此基础上，于 2012 年 4 月将
其主体划转成立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
肖鸿斌说，“成立戏剧传承中心，不仅仅
是换块牌子，推行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运
作才是这次机制改革的内核。全面推行
绩效考核，实行薪酬与岗位、业绩挂钩，
多演多得、优演优得，新的机制激发了新
的活力”。

推行绩效考核新机制，给株洲市戏
剧传承中心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丰收：年演出收入达 500 万元，演员收
入比改革前翻了两番。株洲市戏剧传承
中心承担的公益性演出、惠民演艺等文
化活动风生水起，神农湖水秀表演 120
多场，观众达 360万人次。

编者按：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

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

革，创新体制与机制，解

放文化生产力。原有的

文化产业资源和存量资

产经重新盘活，“起死回

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文 化 生 机“ 改 ”出 来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崔家盛 李支国

在推进原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
同时，湖南株洲盘活城市资源，新建文化市场
主体，注资3亿元成立以开发株洲文化旅游资
源为主业的“湘江集团”，着力挖掘株洲特有
的文化资源，整合炎帝陵、神农谷、云阳山、酒
埠江景区资源，将旅游开发延伸至县(市)，净
资产达 30 亿元，形成新的产业主体。

株洲神农塔 14 年前建成运营，被称为
“20 世纪中国最高钢塔”，曾闲置多年。经过
划拨产权，由“天易集团”重新开发，改造装修
后于去年国庆期间重新对外开放，成为集旅
游观光、文化展览、商业开发、广播电视发射
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文化新地标。

株洲围绕“加快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加快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和经营
性文化单位改革。全市 26 家公益性文化事
业单位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内部活力，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增强
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14 家经营性文化单
位率先完成转企改制，培育新的市场主体，
建立适应文化单位特点的现代企业制度。除
了市直单位，县级 5 家文艺院团和 5 家电影
公司，都实行了转企改制。2012 年，株洲市
获得“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荣誉称
号，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工作被文化部评
为全国先进地区。

寒假未到，位于株洲市中心广场的
千金影城，一楼售票窗口的醒目处早已
贴出“‘学生 VIP 卡’寒假版”的告示：100
元看 4部电影，2D、3D随意看。

2012 年，千金影城再度创下骄人业
绩：观众 84 万人次，票房收入逾 2500 万
元，年度上座率列全国第七十位，在地市
级城市中名列前茅。千金影城经理何香
兰说，这完全受益于体制改革。

千金影城改制的前身为株洲电影
院，当时电影院只有一个放映大厅，设施
落后、片源有限。电影院是自收自支的事
业单位，全凭好“码头”，靠门面租金吃
饭。30 多名在职职工、近 20 人的退休人
员，而租金、票房等各种收入一年才 80
多万，刚够解决人头工资。

是坐以待毙，还是浴火重生？株洲
电影院选择了后者，与本土知名上市企

业“株洲千金药业”牵手，率先“试
水”株洲影院体制改革。“株洲千金药
业”出资 3600 多万元投资控股，对株
洲电影院实行“置换国有资本、改变职
工身份”的股份制改制，组建千金文化
广场有限公司，在原址上整体重建设施
先进、功能齐全的千金文化广场。负责
建设筹资的何香兰说，当时有许多开发
商 看 中 了 这 “ 黄 金 码 头 ”， 想 搞 房 地
产，但是我们研究后主动放弃了，“因
为我们是电影人，内心希望电影事业发
展、做强”。

为推进电影院改制，株洲市给予了
最大的支持，不仅没从中拿走一分钱，国
有资产全部用于改制，还减免了有关费
用。控股的“株洲千金药业”也没有趁改
革之机甩“包袱”，电影院没有一名职工
下岗，除少数自愿在外发展外，绝大部分
职工在新公司重新上岗。

“体制上的转换，带来的是经营观念
和模式的转变。株洲电影行业的整体设
施、环境、管理都上了台阶，营销手段更
有策略，真正开始形成产业实力了。”株
洲市电影管理办公室主任陈静说。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广电总局科技司日前组
织召开 2012年度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立体影视内容产
业关键系统研发集成与服务示范”启动会。会议讨论
了项目各课题的研究内容、工作目标和计划，建立了项
目组织实施的管理机制，明确了各课题间的协调机
制。据悉，该项目是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工程首
批启动的重点项目，由中央电视台牵头，分为 7 个课
题，围绕对 3D 影视产业起关键引领作用的内容制作、
内容传输和内容服务等 3 个领域，从关键技术、产业
示范和服务模式 3 个层次进行研发和示范，突破相关
关键技术，研发关键设备，建立和完善 3D 电视制播流
程和工艺，探索并创新出 3D 影视的服务模式。该项
目的实施和成功，将对促进我国 3D 影视制播和服务
能力及产业化水平的提升、推动 3D 影视产业的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

广电总局召开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启动会

3D影视制播和服务能力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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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把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

作为壮大文化市场主体的机遇，通过重

组、新建、引进民资等措施，全面激活积

极性、创造性和市场效益。

因为体制改革，千金影城至少抢

先 4 到 5 年独占本土电影市场，当别的

影院跟着进行体制改革时，千金影城

已经进入了品牌发展阶段。

株洲剧院改革后，摆脱了“平均主

义”分配机制，全面推行绩效考核，实

行薪酬与岗位、业绩挂钩，多演多得、

优演优得，新的机制激发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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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济和报道：记者从中国演艺设备
技术协会获悉，“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专业音响·灯光·
乐器及技术展览会”将于 6 月 7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目前，已有 1000 余家中外
文化企业报名参展，为历届之最。记者了解到，在去年
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表彰大会上，中国演艺
设备技术协会(中国国际专业音响·灯光·乐器及技术
展览会)以出色的业绩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中国国际演艺设备展

吸引千余家企业参展

1 月 2 日，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文化
园，刚刚过了把演员瘾的北京游客赵智勇激
动地告诉记者，“穿灰军装，扛长步枪，打游
击战，睡老土炕，平时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
到的情景，来武乡真实感受了一番。这种参

与互动体验式旅游真好”。随着红色文化旅
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来革命老区武乡旅游的
游客逐年递增。2012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22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3.3% ；门 票 收 入
1720 万元，同比增长 170%；旅游综合收入
达18亿元，同比增长36.6%。

武乡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煤
炭产业一直是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一个国
家级贫困县、山区农业县，为何要大力发展

“投资大、见效慢”的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县
委书记周涛的话一语破的，“做大做强红色
文化旅游产业，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加快
转型跨越发展的必然之路。通过黑色转绿
色、地下转地上，力争率先在全省走出一条
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按照“文化兴县、旅游兴业、三产富民”思
路，武乡县以打造全国参与互动体验式革命
传统教育新基地为目标，充分发挥独特的红
色资源优势和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先后投
资近6亿元，实施了八路军文化园、游击战体
验园、《太行山》实景剧等“两园一剧”文化产

业项目，形成全国首创的互动体验式红色文
化旅游景区。他们坚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
文化建设，像挖掘地下资源一样挖掘文化资
源，带动了文化创意、影视制作等现代服务业
蓬勃发展，让老区百姓走上增收致富路。

65 岁的任成堂是丰州镇胡家垴村人。
两年前，他和老伴儿进入《太行山》实景剧组
当上了群众演员，老任扮演一位羊倌。说起
自己和他的30只“羊演员”，老任感触颇深，

“以前在村里种庄稼，过着‘靠天吃饭’的生
活，辛苦一年只能挣到几千元钱。自从参加
了实景演出，每晚我和老伴儿赶羊出演 2个
小时就能挣到 160 元，一年演出 200 多天，
就是 3 万多元的收入”。像他一样，仅《太行
山》实景演出就让附近 9个村庄的近 700名
农民吃上了红色文化旅游饭。据统计，“两园
一剧”共增加就业岗位1500多个。

近几年，随着红色旅游景区配套设施的
完善，老区许多农民抓住商机，在种田之余纷
纷办起了“农家乐”。丰州镇下关村“老字号”
的老板张润明告诉记者，“县里红色旅游的蓬

勃发展，吸引了大量游客，俺家的收入也是节
节高升，一年下来纯利润就有20多万呢”！据
该县旅游中心主任王虎威介绍说，目前全县
共发展农家乐 200 余户，解决剩余劳动力
1200多人就业，综合收入达1000万元。

随着旅游业一路飘红，红色旅游产品的
开发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太行情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以开发销售旅游纪念品
为主的公司，在武乡设有两家店面。该公司
开发的红色纪念品共有180多种，其中有朱
德总司令当年在王家峪总部种下的红星杨
树枝、砖壁村民缝制的布老虎和监漳西川村
民做的八路军泥人等等，具有浓郁的老区地
方特色。店员告诉记者，该店从今年 6 月份
开业至今，营业额已达10万元。

“我们正在建设八路军总部集聚区、游
击战体验区和烈士陵园，通过打一套‘八路
军文化’组合拳，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力争到 2015 年实现年接待游客 500 万人
次，解决就业 3万多人。”谈及红色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前景，周涛信心满怀。

“ 八 路 军 文 化 ”体 验 ——

太行山旅游新亮点
本报记者 刘存瑞 通讯员 石永兵 姜祺泽

原汁原味的八路军驻地被游客认为

是“最有文化”的景点。 隋明梅摄

下图 孩子们参加千金影城举

行的节日活动。

徐望平摄

下图 孩子们参加千金影城举

行的节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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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节日里的神农塔。 伍海涛摄

本报讯 记者张济和、通讯员肖燕报道：春节期
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由首都文
明办和国家大剧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我爱北京——
市民新春联欢会”在这里拉开了帷幕。从农历正月初
二到初五连续 4 天，市民新春联欢会以每天上下午各
一场的密度，为北京市民提供一个百姓演、百姓看、百
姓乐的新春高雅艺术的大舞台。

国家电网北京电力民乐团的民乐合奏 《新春乐》
气势恢宏，近百名演奏员全部是来自基层一线的职
工，大家以精湛的演技为观众送上新春的祝福。北京
西城区宣武文化馆舞蹈队的 《京竹声声》 同样引人注
目，30 多个五六十岁的退休老人舞起空竹，甩起蒲
扇，其精气神让大家忘记了他们的年龄，情不自禁随
他们一起沉浸在喜庆氛围中。北师大附中西藏班“玉
树天使艺术团”的舞蹈 《雪域雄鹰》，阔达而欢快，
散发着雪域高原的澎湃气势。参加演出的 12 个孩子
全部是来自玉树的藏族孤儿。小姑娘更松看着说，

“北京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过
年，一起联欢，我们都特别高兴。”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民新春联欢会是在去年累计
的品牌优势基础上，通过社会动员、专业评审、家庭参
与等办法，让更多的市民投身到了新春联欢会中来。
自报名开始后，筹备组共接到了来自北京、天津、深圳
甚至国外的报名节目 500多个，涉及 6000余人次。经
过专家组 3 轮筛选与指导，最终 50 个优秀市民节目脱
颖而出。在全部参演的 1500多名市民演员中，年龄最
大的 87 岁，而年龄最小的只有 3 岁，一家老少齐登台
的例子也不罕见。

令人欣喜的是，艺术家作为市民的一部分，不
仅前来助阵市民联欢会，甚至连国外驻华使馆也选
送了 8 个节目与北京市民共庆新春。俄罗斯驻华使
馆选送的喀秋莎合唱团的节目充满俄罗斯风情；澳
大利亚使馆推荐的箜篌和钢琴合奏堪称中西合奏的
创新之举。

据主办方介绍，举办“市民新春联欢会”的宗旨，就
是要通过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这样的“艺术团圆
饭”，让更多普通市民走进高雅艺术殿堂，在新春喜庆
的日子里与家人朋友共同感受首都大家庭的欢乐氛
围，共同畅想北京美好的明天。

百姓演 百姓看 百姓乐

国 家 大 剧 院

让市民登上大舞台

2 月 17 日，游客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梅林

中探梅。当日，“西溪探梅节”在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开

幕，吸引众多游客。 李 忠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