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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

国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生机与活力：文化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

生产出大批深受群众欢迎和市场好评的文

化产品；文化资源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相

融合，已成为加快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的重要动力；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

制，打破了原有的体制机制僵局，激发员工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总之，体制改革带来

的“正能量”正在逐渐显现。

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体现在新机制

新体制激发了文化企业的创新活力。上海

杂技团在转企改制的基础上，让演员入股

当老板，角色的转换激发了演员的主人翁

意识，更为他们增添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

和成本意识，新剧目的不断创排和增加，让

企业效益连创新高，演员收入也明显增

加。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文化企业的

社会效益也不容忽视。深圳市通过对市属

文化单位实施绩效考核，创新综合性考核

评价体系，实现了文化企业的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体现在多层次

的文化体系建设，满足了不同群体多方面

的文化需求。新闻出版领域在完善新闻出

版管理体制、做强做大新闻出版市场主体

的同时，大力扶持实体书店的发展，通过连

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形

式 ，建 立 起 沟 通 城 乡 的 文 化 传 播“ 高 速

路”。通过完善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服务

项目，服务基层的全民阅读体系已经形成，

公益性文化事业风生水起。

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更体现在“走出

去”的新探索与新成效。以往的文化“走出

去”，“送出去”的多，“卖出去”的少。而今

通过市场和企业的手段，一批外向型的骨

干文化企业正在蓬勃发展，以国际方式讲

述的“中国故事”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数据

显示，近年来我国的版权输出比正在发生

变化，从 10 年前的 15:1 缩小到 1.76:1，一批

反映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图书进入了西方主流图书市场，成为

传播中华文化的生力军。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为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

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剩下

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继续推进改革发

展，必须敢于涉险滩，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职能，

让企业的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让中华文

化迸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用改革的笔 绘文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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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年度报告显

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网吧总数为 13.5 万家，收入

总额为 520 亿元，比上年继续下降。报告预计，受

整体市场经营环境转变的影响，未来几年内，全国

网吧数量和市场收入将持续减少。

近年来，家庭网络和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传

统网吧经营成本上升，客流量流失严重，发展空间

受到挤压，生存压力日益加大，不少网吧甚至面临

被淘汰的窘境，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网吧转型，路在何方？

首先，要在“吧”字上做文章，突出文化体验功

能。如今，环境舒适且优雅的中高档餐馆基本都

具有无线上网功能，而不少传统网吧却空气污浊、

空间狭小、电脑残旧，难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文

化体验。须知，如今已不再是网吧单纯售卖上网

业务的年代，谋求转型应从改善经营环境、提升服

务水平入手。

其次，网吧应尝试多元化经营。目前，单一的

终端使用费仍是网吧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打造成

兼具上网服务、健身竞技、社交等多种功能的场

所，才有助于既满足不同层次网民的多元需求，又

实现盈利。在这方面，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一

些网吧去年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尝试，“网络咖啡”

式、“演艺吧”式、“电子竞技”式、“物流配送+网

吧”式等探索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再次，还可向连锁和联盟经营方向发展，促进

网吧的规模化、品牌化。相关部门可出台优惠政

策，鼓励市场投资热情，鼓励大企业兼并、收购、控

股单体网吧。传统网吧规模小且散乱，多为家族

式经营，同质化竞争严重，抗风险能力较低，经营

比较粗放。连锁经营模式下，网吧经营秩序会明

显好于单体网吧，利用专业的管理经验推动网吧

的企业化进程，还可利用企业的品牌、平台和渠道

优势，带动网吧同 IT 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优胜劣汰是残酷的市场准则。在互联网高速

发展的时代，网吧若能主动进行转型，将会迎来柳

暗花明的跨越发展，否则只能被市场所抛弃。

图书流转进图书流转进““农家农家””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云克

本着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理念，安徽
出版集团开始了一系列创新，很多都是
国内同行眼中的“吃螃蟹”之举：拥有全
国文化企业首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首个文化传媒专业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首个传媒工程硕士研发中心、首个出
版主业整体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
证、首个国家级“数字与新媒体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首家异地设立出版机构
并获得出版资质、首家在上海自贸区设
立“走出去”基地⋯⋯用王亚飞的话来
说，这是要让“首创”成为生产力。

多 元 思 维 促 进 新 业 态 齐 头 并 进 。
2013 年，与安徽大学合作成立影视文学
创作中心，积聚剧本内容资源；联合京沪
等地知名演艺界人士在北京成立时代雅
视影视文化传媒公司。目前，时代雅视
公司已签约徐贵祥《紫旗》、葛红兵《上海
地王》、鲁书潮《天云山传奇》、蔡骏《荒村

系列》等重量级作家的作品，储备优秀影
视剧剧本超过 200 部。时代教育职业培
训学校挂牌运营，1400 平方米的教育培
训基地投入使用。公司还积极介入艺术
品经营行业，组建安徽省艺术品文化公
司，进军艺术品收藏、授权、交易行业，拓
展产业链，实现盈利多元化。

科技思维推动印刷复制华丽转型。
时代出版传媒公司投入 1.5 亿元进行印
刷技术改造升级，积极开展数字印刷、绿
色印刷。他们主持制定的一项印刷行业
国 家 级 标 准《精 装 书 籍 要 求》（GB/T
30325-2013）已获颁布，将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成为该公司领跑带动
印刷行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创的生产力效应已经显现。2013
年，安徽出版集团整体竞争力位居全国
33 家出版集团第十二位，地方出版集团
前 10位。

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古有辽金佛塔、明代
长城，近有“大刀进行曲”战役发生地喜峰口抗战
和“冀东延安”王厂沟抗战等红色经典，还有满族
剪纸、宽城“背杆”、皮影戏等民俗文化，文化底蕴
十分深厚。

“宽城不缺文化，缺的是对文化的深度挖掘和
提炼。”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共河北
省宽城县委副书记宋清礼坦言。为此，近年来，宽
城县委、县政府努力做好“以文强业”、“以文兴
城”、“以文惠民”等文章。

一方面，宽城积极引导、鼓励民营资本投资文
化产业,另一方面，找准文化与产业的切入点，选
取产业、文化与消费市场的聚焦点，并以此为突破
口，提升产业层级和产业档次，重点推进了民族民
俗文化、产业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当地从挖
掘整理满族文化和红色文化入手，增加区域吸引
力；从打造“塞外金都”等文化名片入手，提升传统
产业的文化魅力，叫响“宽和满乡、百年神栗、塞外
金都、万塔佛寺”4 张文化名片。县里还出资聘请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高标准编制了

《“文化宽城”发展规划》，以规划引领“文化宽城”
建设高点起步、快速发展。

宽城县财政每年设立文化产业专项引导资金
300 万元，城市住房开发投资的 1%用于城区文化
设施建设，县财政每年文化事业投入增幅不低于
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在大量资金的支持下，宽
城的文化产业得到长足发展。该县加强了对 233
处文化遗产、15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喜
峰口长城、万塔黄崖寺、计庄头大院等 10 处重点
文化遗址编制了维修方案，宽城“背杆”、热河二人
转等 4个项目还被列入省级非遗项目。

河北宽城：

找准产业切入点
本报记者 苏 琳

河北宽城：

找准产业切入点
本报记者 苏 琳

安徽出版集团陈

列室内摆放的近年来

出版的优秀图书。集

团还出版了一大批外

文书籍，输出到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做创新的领舞者做创新的领舞者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文 晶

5 月 26 日，北京八中的学生们在国家大剧院

表演音乐会版歌剧《卡门》。当日，北京国家大剧

院“青少年歌剧音乐会”的首场演出拉开序幕。从

5 月 26 日至 6 月 9 日，来自北京八中、一零一中学、

北京十一学校等学校的同学们，将带来 5 台精彩

的歌剧演出。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一大早，山东省即墨市移风店镇女儿
村文化管理员王春花就忙碌起来。她在本
村的农家书屋里挑选了 800 多册各类书
籍，装了满满 6 个纸箱子，用一辆小货车送
到了 10 多里外的东太址庄村的农家书
屋。返回时，她又从东太址庄村的农家书
屋里挑选了 800 本不同的书籍带回女儿
村。交换完书籍，王春花立马用村里的大
喇叭广播,“乡亲们，咱村书屋刚换回一批
新书，大伙要看就来选啦！”不到 10 分钟，
书屋就来了 20 多位借书的村民，一会儿工
夫就借走 30多本新书。

这是即墨市移风店镇村与村之间的农
家书屋推行“书籍流转”的一个镜头。

今年以来，即墨市打破村庄之间书籍

互不交换的藩篱，在全市 1033 个村庄农家
书屋之间倡导推行“图书流转”制度。定期
交换让“死书”变“活书”，互相借阅让“不
动”变“流动”。“量不变而质变，书籍数量无
形中实际增加了几十倍，让农家书屋月月
新，农民争相去充电。”即墨市文广新局局
长蓝英杰介绍说。

“过去俺村的农家书屋图书长年不更
新，翻来翻去看得人发腻。时间一长，农家
书屋就见不到什么人了。”正在东太址庄村
书屋挑选新书的村民袁家训老汉说，“现在
通过图书流转盘活了图书资源，你瞧，农家
书屋又热闹起来了！书屋现在人气很旺，
来晚了的村民连个座位都没有。”

这几年，随着文化惠民工程的不断推

进，农家书屋在即墨市农村实现了全覆盖，
村村有书屋，全市每个村的书屋存书都在
2000 册以上，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

“但是，由于各村书屋的图书数量有限，难
以满足农民迫切的读书需求。加上时间一
长，图书更新慢，农家书屋的吸引力就降低
了。”即墨市文广新局社会管理科科长宫崇
武分析说。

如何盘活图书资源？即墨市文广新局
因势利导，对各村、社区农家书屋的图书进
行全面摸底、梳理和整合，将配置的图书严
格按照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发到各
农家书屋，让借阅者一目了然。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村与村、村与社区农家书屋图书
每季度一次的定期调换、交流制度，特殊情

况下做到一月一换。此举在为各农家书屋
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保证了农民群众随
时有新书阅读。在图书交流中，各村还根
据产业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出书目，与
其他村及时调借新书，使农家书屋图书基
本实现了“一村一品”。

“书籍流转制度不仅满足了群众的文
化需求，也盘活了存量书籍，解决了购书资
金问题，不用花钱就实现书籍更新，避免了
各村重复购书的浪费，节约了成本，实现了
书籍价值的最大化。”即墨市龙山街道办事
处刁家烟霞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敦航
说。今年以来，烟霞村的书屋已经和周边
6个村的书屋互换过 6次书籍，每个村换了
500本新书，让村民大饱眼福。

本版编辑 佘 颖

网吧转型靠服务
郭存举

经多年努力，我国农家书屋已实现了全国行政村全覆盖。然而，由于书籍陈旧、管理不善等原因，有些农家书屋的利用率不太理想。

如何盘活图书资源，让农家书屋真正服务农民？山东省即墨市作出了有益尝试——

从诞生之日起，安徽出版集团就迈开
了整合资源的脚步。他们与武汉外语研
究所合作，组建成立时代迈迈教育出版传
媒（武汉）公司，拓展英语教育图书市场；
与江苏可一公司合作组建时代可一出版
物发行公司，拓宽产业链下游发行渠道，
做大教育图书市场；收购合肥新九雅和职
教站等民营发行公司，组建时代出版发行
公司，纵向扩展渠道资源；2011 年，独资
在北京设立时代华文书局；2013 年 5 月，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正式获批出版资质，时
代出版公司也成为第一家获得异地出版
资质的出版企业。

“我们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始终是为
了走出去，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王亚飞
说这句话时充满了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在他们勇于创新的实践

中正在变为现实。从组建集团至今，时代
出版传媒公司共输出版权 3102 种，在全
国出版企业中排第一；输出到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非华语地区占 60%。2013 年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签约版权输出 400
余项，连续 6 届保持全国第一。2012 年，
时代出版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设立“时代
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探
索“境内关外”出版文化经营模式，打造集
团“走出去”基地以及通向世界的平台。

今年，时代出版公司已启动“名编名
品名社”工程，大力培养知名编辑，出版精
品力作，打造优秀出版社。他们计划在未
来 5 年内培养 50 名业内知名编辑，出版
100 部传承名作，打造 5 家行业领先的优
秀出版社，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
资源、品牌基础。

传播文化的使者

有这样一个网络平台，它拥有明显
话题引导功能，网友可以围观，也可以参
与讨论；网友可以上传喜欢的图片，然后
自助打印成纪念册，也可以把自己喜欢
的文字印刷成册珍藏，实现“自出版”；出
版社编辑如果发现了优质话题，也可以
摘选相关文字出版书籍⋯⋯

近日，由时代新媒体出版社重点打
造 的 新 媒 体 产 品“ 时 光 流 影 TIME-
FACE”测试版上线运行。时代新媒体出
版社社长刘桂霞表示，将以此为契机，打
造我国首个以文化生活为主题的数字出
版内容平台。

“互联网时代，出版业也要引入网

络思维，延长我们的产业链。”安徽出
版集团总裁王亚飞对这款新产品寄予
厚望。

时代传媒一直踏着新媒体的节拍。
他们注资 5000 万元将安徽电子音像出
版社更名为“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专业开展新媒体出版业务，是
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目前，公
司的新媒体业务覆盖数字技术研发、手
机出版、网络在线出版等板块；“时代 e
博”、E 时代 3 大课堂、ITV 频道、无纸化
教材、优乐互动图书平台等一大批新媒
体项目成功运营；投资近 6 亿元建设的时
代数码港也已投入使用。

感受首创的力量

踏着时代的节拍

作为全国首家组建集团同时即整体转企改制的国有大型文化企业，安

徽出版集团2008年组建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并实现上市，成为全国

首家出版主业整体上市的出版集团。一路走来，时代传媒创新不断，在新媒

体、产业链、新技术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前列。

首个以文化生活为主题的数字出版内容平台、首家异地设立出版机构并获得出版资

质、首家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走出去”基地，安徽出版集团——

首个以文化生活为主题的数字出版内容平台、首家异地设立出版机构并获得出版资

质、首家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走出去”基地，安徽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