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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传递正能量 又要算好经济账

深圳文化国企首倡“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效益集团”
■ 翁惠娟 林洲璐

近年来，深圳市大力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监

管体制，推动国有文化集团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与经济效益最

优化，通过加强对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和绩效考核，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日前，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深

圳作为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城市，提出了“效益集团”这个概念，其核心

就是坚持社会效益为主，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来推动国有文化集团的发展。

深圳文化体制改革一直先行先试，国有文化资产监管走在全国前列，得到了中宣

部的认可。中宣部认为，深圳通过改革，探索出了国有文化资产监管的“深圳模

式”，其经验和做法具有可复制性。

不久前，在深圳全面深化改革专项督察评估中，市委宣传部

的“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体制”项目登上了“改革英雄

榜”，获得102分的高分，名列前茅。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认为，国
有文化资产与一般的国有资产不同，既有
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经济属性，需要
有科学高效的管理方法。

他介绍说，在 2007 年之前，深圳报
业、广电、出版发行三大文化集团都未建
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在调研考察
后，深圳决定走一条新路——市委市政府
通过市国资委，委托市委宣传部对三大国
有文化集团资产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改革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清晰的方
向、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目标。当时，王
京生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位——“效益集
团”，即围绕“社会效益最大化、经济效
益最优化”的原则加强管理运营。

从2009年开始，深圳将绩效考核作为
国有文化资产监管的重要内容，每年市委
宣传部与市国资委等部门都会对国有文化
集团实施考核，事业投入追求社会效益最
大化，产业投入追求投资回报率，追求经济
效益的最优化，建立绩效奖励和惩处机制，
把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奖惩问责的重要依
据，考核结果与媒体负责人薪酬直接挂钩。

深圳报业集团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探索多元化经营。集团于2011年创办

了深圳本地第一份免费报纸——《深圳都
市报》，实现当年创办，当年盈利，目前
年收入规模突破 6000 万元，利润额超过
1500 万元，初步形成“平面纸媒+地铁传
媒+户外广告+直递广告+网络媒体+手机
媒体”的全媒体经营格局。

在做好引导主流舆论、促进文化事业
发展的同时，报业集团还积极发展社会公
益事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多年
来，集团承办了 11 届关爱行动，开展了
13000 余项关爱活动，吸引了上千万人次
参加；连续10年承办文博会，累计总成交
额突破万亿大关；推动城市创意设计工
作，承办“创意十二月”，为建设“设计
之都”和占据国内创意设计产业的制高点
出谋献策……

而作为深圳主流电视媒体的深圳广电
集团，则在改革发展中积极打造“文化航
母”。在提升经济效益方面，广电集团从
单一的广播、电视媒体，快速成长为广
告、网络传输与服务、新技术新业务、内
容产业等“四足鼎立”的综合性传媒集
团。在放大社会效益方面，广电集团每年
都精心策划、制作播出系列公益宣传片，
与新闻报道互为呼应。

2008 年，深圳市委宣传部会同
市国资委，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共同
起草了《市属国有文化集团资产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关于考核、薪
酬、投资、产权变动、资产评估、贷款
担保、资产减值准备和损失核销等
的监管办法（简称“1＋7”文件）。
2011 年 12 月，两家主管单位对“1＋
7”文件进行了全面修订，进一步完
善了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法。

根据这套文件，市委宣传部、市
国资委、三大集团各方的职责，原则
上按照市委确定的“统一并表监管，
高度授权经营”的要求进行设计，
即：市委宣传部受国资委委托对三
大集团进行直接管理，凡是市国资
委直管国有企业拥有的权限，同样
授权给三大集团。在监管机构方面，
市委宣传部成立了国有文化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去年，该办公室划入
新设立的市文改办，更名为国有文
化资产监督管理处。

市文改办主任王跃军介绍，考
核体系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强调社
会效益最大化。在制定考核指标时，
重点加大社会效益指标的权重。其
中，报业、广电集团社会效益指标占
75%、经济效益指标占 25%；出版发
行集团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效益

指标占70%、经济效益指标占30%。二
是突出经济效益最优化。规定经济效
益指标主要由年度利润总额、净资产
收益率、营业收入总额组成，并要求
三大文化集团自加压力，在制定经营
考核目标建议值时原则上不得低于
前三年实现值的平均值，确保稳中求
进。三是注重形成责任闭环。建立绩
效奖励和惩处机制，每个会计年度
末，市委宣传部依据集团财务年审报
告和班子成员民主测评情况，对照年
初与集团签订的《宣传与经营目标责
任书》进行考核。市国资委主要对经
济效益指标的考核情况提出意见，并
直接与集团负责人的薪酬收入相挂
钩。同时，在落实绩效考核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积极创新书
城业态。最近，升级改造后的深圳书
城南山城以全新面貌迎接读者，采用

“专业书店”运营模式，为读者打造23
个主题特色书店，吸引了大批读者。

而经过多年探索，出版发行集
团承办的深圳读书月活动影响力也
与日俱增，参与人数由首届的170多
万人次上升到第十四届的近千万人
次，助推深圳成为书香之城，荣获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全球全民
阅读典范城市”称号。

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
“指挥棒”下，三大国有文化集
团积极履行宣传文化责任和社会
公益责任，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深
圳报业集团始终为深圳改革开放
鼓与呼，发出改革强音，《深圳特
区报》、《深圳商报》的品牌影响力
不断提升；深圳广电集团是“音乐
工程”和“影视工程”的重要承办
单位，“音乐工程”催生的歌曲《走
向复兴》响彻神州，中国音乐“金
钟奖”流行音乐大赛落户深圳，

“影视工程”涌现了《命运》、《风帆
起珠江》等一系列精品，深圳卫视
进入全国省级卫视前十。

截至 2013 年底，三大集团账面总资
产 130 亿元、净资产 80 亿元、营业收入
70亿元，分别比五年前增长了58%、60%
和 65%。其中，报业集团成立地铁传媒
公司，年收入在4亿元以上，全国同行业
综合排名第三，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广电集团实现了天威公司成功上市，形
成了广告产业、网络产业、新媒体产业
和 内 容 产 业 “ 四 足 鼎 立 ” 产 业 结 构 ，
2013年总收入超过 44亿元；出版发行集
团拥有3座超万平方米的大型书城，形成
了体验式书城和文化综合体的书业新模
式，并分别在龙华、观澜、光明和大浪
新增社区特色书吧4处，今年一季度营收
比上年同期增长9.8％。

坚持“两个效益”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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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深圳献出了一份感

恩的影像纪念——纪录片 《青春·深圳》。近

日，这部由著名导演米家山执导、10位来自各

行各业的深圳人“主演”的纪录片在深圳保利

影城POLYMAX厅举行了首映式，数百位深圳市民

到场观看。这部47分钟的纪录片以10位普通深

圳市民的视角，追忆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发展进

程。平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质朴的纪录

……有观众评价，这部影片不仅表达了深圳人

对小平同志的深切怀念，阐释了深圳的文化性

格，更是一封写给深圳的情书。

《青春·深圳》电影海报
《青春·深圳》“主角”之一、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亲

历者、深圳报业集团前社长吴松营

文博会中的深圳报业集团

深圳普通人成为主角

“飞鱼”机场、磨坊百公里、深圳义工、海上运动……说起
深圳，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哪些景色以及人和事，你觉得最
能代表深圳？米家山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青春·深圳》的最大特
点是，避开“高大上”，转而把镜头对准民间，选取了10位来自
各行各业、最具代表性的深圳人，用 10 个人的命运和真实人
生，反映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变化，表达深圳人对改革的坚
定、对城市的自豪、对小平同志的感激和怀念。

一般纪念性的纪录片，难免落入“形式主义”或者“教条
化”的俗套。而在首映现场，我们注意到，影片放映时没有一
个人中途离场，身旁的一位老年观众还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映
后，观众集体为影片“点赞”，还争先与来到首映现场的 10 位

“主演”合影留念。观众刘先生表示，“影片很好看，讲了大实
话。”

该片制片人曾若明告诉我们：“创作这部纪录片，我们就是
希望以小见大——以10位最具典型性、最具代表性也最平凡的
深圳人为拍摄对象。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如企业家、媒体人、
音乐家、艺术家、港商、老渔民、义工、航海人、舞狮人等。
他们在自己平常的生活环境中接受我们的拍摄，讲述他们与深
圳城市发展相关、与改革开放相关、与个人人生进程相关，或
有趣、或震撼、或悲伤、或感动、或励志的一个个真实故事，
从人文的角度来反映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变。”

在叙事中引人深思

尽管是回忆谈天，但米家山并没有把影片拍成“改革开放
座谈会”，而是将10位深圳人的故事真实重现。影片的“主演”
之一、《春天的故事》 的词作者蒋开儒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
倾诉自己的感受，没有想过什么宏大主题，但片子看完，观众
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沉思。其实，仔细想想，改革开放 30 多
年，哪一个深圳人的命运又能离开改革？”

之所以将影片取名为 《青春·深圳》，该片统筹彭荣说，这
是由深圳的“特殊年纪”决定的——“而立之年”的深圳，正
处于最具青春活力、最富激情、最敢拼敢闯的时候，《青春·深
圳》 就是要凸显在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设计下，深圳这座年轻
城市的青春与活力。

彭荣说：“本片中 10 位人物，有的为深圳奉献了自己的青
春，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片热土；有的正在深圳挥洒自己的
青春，为着梦想去拼搏奋斗。他们所有人的青春，凝聚成了今
天充满活力的深圳。”

《青春·深圳》 不止于说事，更侧重于抒情，这也是该片感
动观众的重要原因。曾若明说，我们的初衷，是“让每个深圳

人都能触及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回忆、怀念、感恩，也让小平
的故事、深圳人对小平同志的深情，能够真正进入年轻一代的
心，让这份情得以代代相传。”

改革助圆“深圳梦”

深圳，是无数深圳人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无数深圳人梦
想实现的地方。观众张小姐评价说，《青春·深圳》 让她感触最
深的是，影片中的10位“主演”，尽管有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
但是他们都怀着一个“深圳梦”，或者实现了梦想，或者行走在
圆梦的道路上。“影片中，有一位在深圳机场工作的普通安检女
工，她讲起自己春节不能回家团圆、告别老机场这些故事时，
我都眼眶湿润。这些年，谁在深圳没经历过离别？我们的青春
献给了深圳，深圳也成就了深圳人。”张小姐说。

磨坊的创始人陈伟峰也是影片中的10位见证者之一。在影
片中他分析说，为什么“磨坊百公里”在深圳能够持续举办下
来，并且参与者越来越多？“因为这里是深圳，既因为深圳年轻
人多，思想开放、新锐，更因为这里有贯穿城市东西的大道。
这也是别的城市很难举办类似活动的原因。”陈伟峰说，“‘百
公里’不仅是一次行走，更是一次互助精神的集中展示。很多
人走完一届、两届‘百公里’之后，就开始做义工，帮助别人
走完全程。”

观众何先生表示，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命运，也改变了
深圳的命运。改革让深圳越来越好，也让深圳人的梦想有了坚
实的基础。《青春·深圳》 是深圳而立之年的回顾与总结，也是
深圳坚定改革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