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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 5000 年中华文明，璀璨光芒闪耀
世界东方。漫长历史和客观现实一次次证
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
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
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

新中国成立70年，文化事业气象万千。
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让百姓的精神生活五
彩斑斓，为经济社会发展奏出时代旋律，让传
承创新的中华文化持久闪耀。

文化产品丰富多彩

今年 9 月，国家图书馆迎来了 110 周岁
生日。一位读者在留言中写道，与图书馆的
缘分已经从自己延伸到女儿，一家人不仅热
衷于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还喜欢到图书馆
听讲座。

如今，每逢节假日，图书馆、博物馆人头
攒动，除了满足公众的阅读、参观需求，这些
机构推出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也大受欢
迎。此外，一些城市还形成了“15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居民步行15分钟就能到达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成了大家日常休闲的好去处。

文化服务设施的便利和内容的丰富是
从前不敢想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十分短缺。1949 年，全国公共图
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站896个，博物馆21
个。经过70年发展，我国基本建成覆盖省、
市、县、乡、村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网络。2018 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176 个 ，文 化 馆 站 44464 个 ，博 物 馆
4918个。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美好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表
示，这些年，我国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方面，进展快、提
升大。这得益于宏观层面一系列改革措施的
稳步推进，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建立以
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也得益
于各地积极实践，把人民群众需不需要、满不
满意作为评判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重要价值
标准，探索不同的公共文化建设模式。

张慧霞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但凡来了
演出的、放电影的，街上总像过年一样热
闹”。如今，她的孩子已经无法想象母亲口中
描绘的场景。这些年，文化产品的供给越发
丰富。无论是专业演出场馆，还是城市社区、
乡镇广场、田间地头，一场场文化盛宴、一台
台精彩节目填满了生活的间隙，播撒了文化
的种子。

当代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还有全家人围着
一台电视机收看一个频道的过往，如今他们
的困扰是“选择太多”。据统计，1978年全国
仅有93个广播电台，年播音约7.7万小时；仅
有32个电视台，年播出约1600小时。2018
年，全国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 1526.7 万小
时，共播出公共电视节目1925.0万小时。生
活中随时可得的影视、图书、广播等各方面的
精神滋养，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有力支撑。

产业效益不断提升

刚刚过去的暑期，一部名为《哪吒之魔童
降世》的影片引发观影热潮。这些年，我国的
电影市场很是热闹，既有《战狼》系列、《红海
行动》等主流电影激荡人心，又有《流浪地球》

等科幻电影扬起希望，各种类型的影片你方
唱罢我登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收获高票房
的同时，也为中国电影赢得好口碑。

回顾新中国成立的70年，也是电影产业
发展振兴的70年。在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
下，我国建立起完备的电影产业体系。2018
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 609.76 亿元；电影院
线拥有银幕 60079 块，银幕总数跃居世界
第一。

再来看看图书出版产业。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大批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优秀出
版物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
层次精神文化需要。据统计，2018年，我国
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
分别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

其实，不论是电影产业，还是图书出版产
业，背后反映的都是我国文化产业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统计显示，2018年我
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8737亿元，比2004
年增长10.3倍；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由 2004 年 的 2.15% 提 高 到 2018 年 的
4.30%。文化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迈进。

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系列改
革举措的有力引导。2003年，文化体制改
革从试点到全面展开，我国文化产业从探
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
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向纵深推
进，我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一批
文化企业和品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发展质
量和效益不断提升。2018 年，全国 6 万家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92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持续保持
较快增长。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布局逐渐优化，新型
文化业态不断涌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传播、消费搭上数字化、网络化快车，视频
直播、视听载体、手机出版等基于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
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2016年、2017年，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分

别增长30.3%和34.6%。文化新业态已成为
引领和示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保护传承不遗余力

中华文明孕育创造的绚烂文化，是中华
民族根脉所寄，是中华儿女精神所系。文化
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对宝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遗
余力。

文物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
实物见证。这些年，我国确立“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
作方针，一批批考古项目取得最新成果；一
批批遗产保护、修复工程紧锣密鼓实施；一
批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数千家博物馆
免费开放……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样可
圈可点。这些年，我国确立“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方针，
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中国非遗
传承人群研培计划”，110余所高校累计举办
研修、研习、培训班670余期，培训传承人群
近 2.8 万人次；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推动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截至
2018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达40个，居世
界首位。

文明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
时俱进、勇于创新。这些年，《我在故宫修文
物》《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热播，以观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传递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
故宫为代表的博物馆通过创意巧思，让文化
产品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尚；大量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结合，走进万千寻常
百姓家中……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活力。

70 年来，中华文化滋养万千中华儿女
心灵，对外成为传播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
貌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
重大外交活动上的文艺演出活动有力展现中
华文化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越来越
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展示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的精品佳作走出国
门；一大批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艺术赛事交流
中崭露头角，受到世界赞誉……展望未来，
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必将书写中华文化的
新辉煌。

北京长安街沿线迎国庆立体花坛造型多样，吸引众多市民观赏。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