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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正阳门附近，市民游客入夜后逛起书店。 邓 伟摄

图②：吉祥大戏院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重新开业。 方 非摄

图③：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运河商务区郁郁葱葱。 潘之望摄

在博物馆触摸历史，到图书馆浸润书香，行走

传统村落品味乡愁，亲近多彩非遗体验传承……

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得到更好满足，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形势喜人。

206.19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3 年暑

期档（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电影票房创下历史新

高，突破 200 亿元，观影人次 5.05 亿。其中，国产

影片票房 180.57 亿元，市场占比 87.58%。规模

日益扩大、效益持续提升，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

是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地文化建设成就斐

然，绘就新时代美好生活新画卷。

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

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推进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坚持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共建共享，统筹城乡和区域文化均等化

发展。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形成。

在舒适宽敞的阅读空间拿起一本书，度过充

实的一天；在家门口的广场上跳一支舞，步伐里

满是健康快乐；看一场露天电影、听一曲传统戏

剧、闹一场“村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如今

在浙江，遍布田野乡间的农村文化礼堂已经成为

当地农民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文化活动的频次

和品质，并不比城市逊色。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浙江累计建成 20511 家农村文化礼堂，实

现 500 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文化礼堂天天有人

气、四季有活动。

不只是浙江，放眼全国各地广大农村、社区，

已建起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超过 57 万个，

基本实现全覆盖。

家门口的阵地里，服务数量和质量也在持续

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逐步缩小。各地推

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让分散、独

立的资源形成组织体系，县级文化馆、图书馆的

优质资源不断输送到街道（乡镇）、社区（村）。

北京、天津等地发行“文化惠民卡”，将优惠

文化产品打包，让群众自主选择；青岛、成都等地

通过打造文化超市，采取个性化、订单式服务，满

足多元需求……为丰富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生活，各地有针对性地拓

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品质，让群

众自主“点菜”。

以前，公共文化机构的开放时间并不能完全

满足上班族、学生的需求，如今，多地加强错时开

放、延时开放，并开展“图书馆之夜”“博物馆之

夜”“美术馆之夜”等形式多样的夜间服务，赢得

广泛赞誉。

以高质量供给增强文
化获得感

全国文化产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文化新业

态行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1218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0.9%。

当 前 ，我 国 拥 有 电 影 银 幕 超 8 万 块 ，是 世

界上拥有银幕数最多的国家。8 万多块银幕有

力地支撑起中国电影的市场根基，电影票房稳

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带来丰硕成果，文化生

产力和创造力不断释放，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喷涌

而出，带给观众切实的获得感。

今年暑期档，《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

歌风云》等类型丰富、题材多样的影片表现亮眼；

近年来，《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等电视剧

作各具特色，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只此青

绿》《咏春》等舞台作品成为爆款；《雪山大地》《千

里江山图》《本巴》《宝水》《回响》等文学作品获得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随着中国作家协会“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推动，一大批优秀作品与编

辑、出版、宣传等环节形成全产业链，创作生态蔚

为壮观……这些作品不仅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我国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今年 6月，第十五届“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名单发布。纵观名单，上榜企业既取得了亮

眼的经济效益，也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在践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方面始终走在前列。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文化企

业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在深耕主业的同时，纷纷

探索多元发展路径，多措并举巩固拓展市场、发

力新兴渠道，做出新突破、取得新成绩。各类国

产版权产品、文创产品市场占有率屡创新高、亮

点频出，“国潮”成为涌动在年轻人中的文化新现

象……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取得累累硕果，人民群众对国产

文化产品的接受度和喜爱度越来越高，做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底气不断增强。

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
提升，更好走向世界

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等各大国际书展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受读者青睐。截至目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 37 个语

种，发行覆盖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法文、俄

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

中文繁体等 8 个文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题出版物、京剧、昆

曲、影视剧等纷纷“出海”，持续“圈粉”，丝绸之路

国际艺术节、“欢乐春节”、“四海同春”、中国文化

年（节）等重大文化交流活动类型丰富、形式多样。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的海外表现也十分亮

眼，让海外观众领略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不

仅古装影视剧保持了良好的海外反响，一大批现

实题材、科幻题材、动画作品也在海外广受欢迎，

成为文化“出海”新符号。

《人世间》早在拍摄阶段就被海外公司看中，

聚焦脱贫攻坚的《山海情》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播出，《三体》实现国产科幻剧集海外传播

“零”的突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安三万

里》在海外受到关注……国产影视剧“出海”焕发

出新的面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我国网络文学也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网络文学海外活跃用户

超过 1.5 亿人，访问用户超 9 亿，覆盖全球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

通过书籍、影视剧、文化交流活动等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

得以了解“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

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日益真实、立

体、全面地展现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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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摆在新

时代首都发展的突出位置，举全市之力做好

首都文化建设这篇大文章，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迈出坚实步伐。

高举思想旗帜凝心铸魂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必须熟读精思原文原著，发扬学到底、悟到

位的精神”……连月来，北京市政协履职平台

“京华书院·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委员读书群

的消息不时闪现于政协委员的手机屏幕。

高举思想旗帜，感悟思想伟力，北京坚

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凝心铸魂。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莫高义介绍，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为龙头，北京将政治理论学习和构建新发展

格局学习有机结合，将集中专题学习和基层

理论宣传有机结合，持续深化理论武装。

携带 VR（虚拟现实）眼镜打卡各地红

色党史馆、打印“我的政治生日”留念卡、进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答题……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建馆，一个

个互动点位让理论学习“活”起来。

红色是首都北京最鲜亮的底色。推动

红色基因传承，北京持续推动三大红色文化

主题片区发展，北大红楼、香山革命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场馆，成为学习

教育的实景课堂和年轻人热衷的打卡地。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首都文化

建设。北京市民公共文明行为指数连续 10
年攀升，458.1 万名注册志愿者成为一道城

市亮丽风景，46 万名“北京榜样”遍布城乡，

城市文明风尚日益浓厚。

用心用情守护金名片

走进东城区三里河公园，流水潺潺，清风

拂绿，水穿胡同街巷，犹如京城“小江南”。“这

里的胡同片区已恢复历史风貌，老街坊过上

了新生活。”草厂社区党委书记李峥说。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一张金

名片。“老城不能再拆了”，北京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保护、传承、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

“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

色愈发鲜明。

一条长达 7.8 公里，世界现存最长、保存

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之一的南北中轴线穿

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空间秩序就由这

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北京市文物局党组

书记、局长陈名杰介绍，近年来，北京有序推

进太庙、天坛、先农坛等文物腾退，百余项文

物修复工程相继启动，辉煌中轴正精彩呈现。

“活化”是对老城最好的保护。北京创

新推动老城更新路径，将现代设施融入古风

建筑，引入新业态，传统风貌与时尚元素在

四合院共生共存，100 余个私搭乱建的“大

杂院”脱胎为宽敞整洁的“美丽院”。

京杭大运河京冀段 62 公里实现全线通

航，加快“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建设，数百年历史的皇家琉璃窑厂持续开

展文化抢救……统筹推进大运河、长城、西

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建设，一幅历史文化遗

产连片成线的生动图景呈现于京华大地。

文化供给日益丰富

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

北京不断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品质文化供给日益丰富。吉祥大戏院时

隔多年重新开业、北京人艺国际戏剧中心落

成启用、大幕重启的百年戏楼正乙祠锣鼓声

再次响起……结合城市空间特点，打造演艺

新空间，北京大力推进“演艺之都”建设。一

个个文化精品跨越时空距离、走进观众内

心，“大戏看北京”的名片越擦越亮。

“重大主题创作引领新时代文艺潮流，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北京市

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赵卫东介

绍，《长津湖》《觉醒年代》《香山之夜》《五星

出东方》等精品力作叫好又叫座，“11 部作

品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获奖数量和分数均居全国首位。”

目前，北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

形成，市、区、街乡、社村四级公共文化设施

实现全覆盖，全市公共文化设施 7110 处，基

本形成“15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丰富多样的文化供给，满足了群众的精

神生活，也为城市发展持续赋能。数据显

示：2023 年上半年，北京文化新业态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6420.8 亿元，占全国文化新业态

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 1/4，坐拥 11 家国家文

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数量居全国首位。

“新时代十年，首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深刻转型、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取得的重

大开创性成果，都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落地生根结出的硕果。”莫高义表示，北

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要在担负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上走在前、作表率。

北京高质量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担负起首都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本报记者 王昊男 潘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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