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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奋力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
浙江省杭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谢建华

精神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浙江省杭州市

积极落实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使命任务，将“精神自信自强”作为共同富裕的阶

段性标志性成果之一，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工程，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努

力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杭

州财政始终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财政服务城市发

展的重要着力点，着力支持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和历

史文化名城建设，助力杭州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四

连冠”，成为全国唯一连续14年入选的“最具幸福感城

市”和“幸福示范标杆城市”。

提高站位，深刻领会精神文明高地建设重大意义

精神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富

裕密不可分，既是物质富裕的目标追求和发展结果，

也是物质富裕的发展基础和有力支撑。把精神富裕放

在与物质富裕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体现了人的全面

发展理念，更是对共同富裕系统思考的结果，丰富了

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深化了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将建设共同富裕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推动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打造精神文明高地，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责，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财政部门也应拓展工作思

路，增强履职能力，通过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优化财税

体制，有效发挥财政的助推作用。

杭州既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新活力之城，推

动精神文明和城市文化建设，有着良好基础和独特优

势。当前，杭州正在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城市范例，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发挥好财政在

助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支持城市文化发展、满足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基础支撑与保障作用，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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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的价值取向。

找准定位，有效发挥财政推进精神文明高地建设职

能作用

财政部门应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打造精神文明

高地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好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

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要当好领跑者，强化财政政治属

性。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强化财政部门首先是政

治机关的意识。共同富裕是一项立足长远、事关全局的

重大政治任务，财政部门必须带头讲政治、谋大局、抓

落实，及时行动、主动出击，以出色的财政工作保障中

央决策部署的落实。要当好引导者，突出财政牵引作

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离不开财政政策的引导和财

政资金的保障，要进一步加强财政工作的前瞻性、系统

性、协调性，发挥好财政谋划在前、居中协调、联动各

方的牵引作用。要当好有为者，优化财政支持模式。推

进共同富裕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财政多方面的支

持，必须发挥好财政综合性作用，更新思想观念，运用

系统思维，进一步创新财政支持方式，用足用好财政政

策和资金，保障重大战略任务落到实处。

聚焦重点，助力加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城市范例

面对“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杭州财政要

坚持“大战略、大统筹、大财政、大财源、大绩效”五大

理念，聚焦短板、聚焦普惠、聚焦绩效、聚焦引导，全

面发力破题攻坚，加快推进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和共同

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建设，进一步明晰主攻方向，谋

划工作思路。

（一）全力支持，以先进思想引领人。进一步凸显

财政部门政治担当，主动作为，努力做好党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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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作，确保精神文明高地建设的航船帆正风劲。推进

“红色教育”，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聚焦重

点，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财政支持，推动文旅融合，

努力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加大财政对青少年第二课堂

的投入，推动场馆资源整合，支持德育阵地建设。积极

支持融媒体发展。推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

转型发展和融媒体建设，着力打造“中央厨房”，弘扬

正能量，唱响主旋律。持续助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

化经费安排，鼓励理论研究，推动智库建设，推动优秀

思想理论成果的产生与传播。

（二）强化保障，以传统文化滋养人。积极发挥财

政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保障作用，传承和发扬杭州优秀历

史文化，延续千年古城文脉。加大对世界遗产的保护。

充分利用杭州坐拥西湖、良渚、大运河三大世界遗产的

独特优势，做好财政经费保障，保护好、利用好世界遗

产。支持对城市历史遗迹的保护。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专

项资金，支持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加大对西冷印社、

德寿宫遗址等保护力度。安排历史古建筑保护资金，用

于历史古建筑修缮维护，留下乡愁，延续记忆。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大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力度，形成传承有序、活化利用的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三）加大投资，以公共设施服务人。优化财政投

资建设项目结构，将公共文化设施作为政府投资重点

领域，积极支持文化类基础

设施的投资建设。着力支持

城市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积极推动音乐厅、图书

馆、博物馆等重大文化建设

项目实施，引领城市精神文

化生活新风尚。着力支持基

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高度

关注农村文化建设，支持农

村文化大礼堂建设，通过市、

区联动支持，实施相应补助，

鼓励农村兴建文化活动场

所。着力做好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管理养护。坚持投资建

设和管理养护相结合，加强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

利用，探索建立经费开支标准，充分发挥已有设施效

用。大力支持公共文化场所免费开放。通过财政加大

投入，使群众享受公共文化零门槛、低成本、更便利。

（四）推动共享，以均衡发展温暖人。加快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让精神文化产品成为人人可享可

及的基础性公共产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加大

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对文化投入的因素考虑。探索“钱随

人走”的转移支付制度，将公共文化需求作为资金分配

的重要依据。积极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完善政府购买

服务清单，将精神文化产品更多地纳入到目录。通过

财政补贴，推动“你点我演”“你点我播”等菜单式公共

文化服务，将文化生活送进千家万户。优化市与区财

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适度增加市级对普惠性公共

文化产品的承担职责，促进市域范围内基本公共文化

供给能力更加均衡。

（五）加强创新，以活力机制激励人。着力加强精

神文明高地建设的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有效发

挥人的因素，激发各类人群的主观能动性。持续推动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以“保底+激励”方式支

持文艺院团深化改革，一方面给予基本经费保障，鼓

励院团安心创作，另一方面施行绩效考核，促进内部

活力迸发，双管齐下，支持国有文艺院团做优做强。积

杭州奥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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