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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苏北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

江苏省淮安市财政局

和财务审计，科学评估改制资产，按

政策核销坏账和资产损失，核实家

底，明晰产权，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责任，使改制企业轻装上阵，焕发

生机和活力。

二、健全保障机制，建成

富有地方特色，融传统文化和

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淮安文化新

体系

一是健全基层群众性文化设施，

打造比较完备的市、县（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投入5100万元支持淮安市博物馆

二期改扩建工程，建成融现代气息和

古典风韵，集历史、艺术、人文为一

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性、现代化博物

馆。投入4000万元支持苏皖边区政府

旧址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投入6000

余万元建设淮安文化艺校新校区已于

2011年9月投入使用。积极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9个乡镇

获省文化厅认可批准，并实施市图书

馆、市文化馆、市美术馆等一批重点

文化建设项目。完成37个社区文化中

心建设，“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

积新增228.5平方米，累计达1009.28

平方米。“淮安运河博物馆群”建设进

展顺利，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重

点文化设施如期对外开放，进一步展

现了淮安“运河之都”的风貌。 

二是创新节庆文化品牌，使重

大文化活动具有更大影响力。承办了

第1-9届淮安•中国淮扬菜美食文

化节、五届台商论坛和第四届中国大

运河文化节开幕式文艺晚会，承办了

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暨中国文联

“送欢乐，下基层”等重大演出活动，

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举办了“江苏-淮

安文化周”活动，在全国首创了“周恩

来读书节”，连续举办了六届淮安市读

书节、四届淮安市民间艺术节、社区

文化艺术节，提升了淮安文化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彰显了淮安文化特色。

三是营造健康良好的荧屏、视频

及网络环境，促进新闻出版（版权）事

业稳步发展。强力推进有线电视“进

村入户”工程和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

转换；继续支持实施有线电视“组组

通”工程，组通率达100%，保证广播

电视的正常播出秩序。强化对互联网

业主的法律、法规培训，同时，安排专

项经费推进市、县两级政府机关软件

正版化工作，2011年新安排200万元

启动第二轮党政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

作。帮助完成非时政类报刊转制工作，

实施了农家书屋功能提升工程，开展

了省级版权保护示范城市创建活动。

四是优化结构，重点催生新兴文

化产业。市财政在支持传统文化产业

发展的同时，扎实规划产业布局，安

排专项资金加快新兴文化产业的发

展，通过采取贴息、补助、奖励和税收

返还等方式对骨干项目和企业给予重

点扶持，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发展

实力的文化企业集群，提高文化产业

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大力

发展以影视、动漫、音像、网络和创

意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业态，

重点支持淮安—港澳招商推介会、深

江苏省淮安市财政部门围绕实现

淮安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文化

人才队伍强、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强、

文化形象好等“四强一好”目标，将

发展文化事业作为公共财政保障的重

点，不断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着力打造苏北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

一、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机

制，发展淮安文化生产力

全面落实文化事业单位改制政

策。设立改制单位补助专项资金，确

保改制后的事业费不减少，妥善解决

改制后编制内人员的待遇问题，确保

改革顺利推进。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

事业单位改革，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

单位推行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

入竞争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机构

绩效考核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支持

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

体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2011年底，

市财政追加安排文化支出836.25万

元，重点支持组建淮安报业传媒集

团、淮安广电传媒集团。支持经营性

文化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并积极帮助

推动组建市演艺集团，按照现代企业

制度的要求，建立完善法人结构，创

新内部运行机制，造就真正的市场竞

争主体。扎实做好院团体制改革的前

期准备工作，继续深化新一轮人事、

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院团内部“三项制

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剧团生存发展

的内生活力。同时，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

力。认真开展对改制单位的资产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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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文博会等文化招商活动，支持申报

2011年度省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项

目22个，累计申报金额达1.27亿元。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7个项目获得省扶

持资金870万元。引入浙大网新、江

苏雅色科技等有一定规模和市场份额

的文化企业入主淮安。加快淮安软件

园、清河动漫产业基地“壹街区”、淮

阴科技产业园区、洪泽安芯数码港等

项目建设，新增注册资金近20亿元。

三、强化服务，建成结构

合理、发展均衡、惠及全民的

公共文化服务新网络

2011年全市公共财政文化支出

42558.91万元，比上年增长14.04%。

其中，市本级财政文化支出达到

17422.64万元，比上年增长18.86%。

2011年底，市财政追加安排文化支出

1068万元，重点支持文化遗产保护、

群众文化建设、广播电视组组通等项

目建设。

一是支持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2011年，将文物保护经

费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安排150万

元增加到200万元，2012年进一步增

加到300万元。组织实施了总督漕运

公署遗址、淮安府衙三期、河下古镇

（一河两街四景）等修复改造工程；

投入1800万元支持花街、航运局1号

及2号楼改造工程、周信芳故居改造

维修保护工程；安排750万元支持

大运河节点申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取得较大进展，各级各类文物得到有

效保护，全市现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1762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文物点1161处，有250处被国务院和

省、市、县各级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

位（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6处、省级

文保单位19处）。与此同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取得突破性进

展，非遗普查线索逾1.85万条，公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近400

项，投入50余万元对淮海戏、淮剧、

京剧、十番锣鼓等艺术项目进行发掘

整理，使之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初步建立了国家、省、

市、县（区）四级名录体系。 

二是推动公益性文化场馆全面

实行免费开放。继2008年免费开放

市博物馆、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

后，2011年市财政又专门安排资金对

市图书馆、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实

行了免费开放，目前各馆累计参观人

次达到900余万人，比上年增加263

万人。市图书馆持证读者已达到4.5

万人，年接待读者80万人次以上，各

种免费文艺演出、书画展览、文化讲

座等日益增多。积极推动数字文化建

设，开通“网上图书馆”，推进了文化

共享工程社区基层服务点建设，开展

优秀业余文艺团队评选初评活动，新

增农村有线电视用户12.6万户。

三是支持群众文化活动，公益

性、均等性、便利性惠民原则得到充

分体现。市财政每年投入资金60万

元，支持继续深入开展送戏、送电影、

送书等“三下乡”活动，年均送戏下乡

200多场、送电影进村1万场、送书下

乡5万多册。“美好江苏——文化民生

基层文艺巡演”、“周末剧场”、“幸福

淮安-激情广场”等群众文化活动形

成了良好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实现

了全市公益性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

一些县区还举办了江苏首届冰雪狂欢

节、民间民俗大拜年、书法、美术、摄

影作品展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深受广

大市民群众的欢迎。

四是加强创作生产引导，将淮安

建设成为苏北重要的区域性文学与艺

术创作中心。投入200万元优秀剧节

目创作演出奖励经费和300万元文化

艺术创作经费，实施舞台文艺精品工

程，支持《秋月》申报省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配套资金160万元。支持承办第

二期“江苏戏剧讲坛”，召开淮海戏传

承与发展座谈研讨会，选送青年画家、

优秀演员赴京进修深造、举办个展、

演唱会等，培养选拔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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