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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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人民至上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文化强

省建设的动力所在。 山西省文化战线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

需求， 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文

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全省

现拥有公共文化机构（图书馆、文化馆、

文化站、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 万

余个，全部免费开放。 山西省图书馆是

全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综合馆、 古籍

馆、少儿馆独立馆舍的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从连续 8 年

“免费送戏下乡进村” 到每年举办山西省

群众文化活动；从各级各类图书馆服务现

代化、数字化、信息化到文化馆系统不断

提升服务效能，文化惠民让全省人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服务。

今年 6 月 14 日，“礼赞新中国 逐梦

新时代”2024 年山西省群众文化活动“美

丽乡村” 乡村村晚大比拼开幕， 揭开了

2024 年山西省群众文化活动的大幕。戏剧

票友大赛、民歌邀请赛、网络摄影大赛等

相继登场，这些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

的活动让百姓生活更有乐趣、更有温度。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产

品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赋能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 一场场山

西文博会的举办，一次次走出去参加深圳

文博会、 北京文博会等大型文化展会，不

仅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更是精彩展示了山

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产品、新成

果，为山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打开新视

野、寻找新机遇、谋求新动能。

守正创新

不断打磨精品勇攀文艺高峰

经典剧目演出、精选展览亮相、精

彩群众文化活动上演…… 9 月 13 日，

山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文化活动 （第四届山西艺术

节）启动，文艺精品力作丰富了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也为节日的山西增添了

欢乐气氛。

时代呼唤文艺精品，人民期待文艺

精品，紧跟时代步伐，坚守人民立场，山

西文艺创作领域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京

歌《中华》入选全国舞台艺术优秀节目

创作扶持计划，压轴亮相央视 2023 年元

宵戏曲特辑、土耳其国际合唱研讨大会

和首届中国合唱大会。 话剧《于成龙》、

上党梆子《太行娘亲》等受邀参加国家

级展演。 郑芳芳以晋剧《望海楼台》荣获

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至此山西省

先后有 46 人、50 次摘得梅花奖 。 陈素

琴、成凤英、谢涛、杨仲义等 4 人入选中

国戏曲像音像工程。

近年来，省作协坚持政治引领深化

改革，全省文学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完善，为山西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创作成果显著，创

作出版了展示山西省历史文化深厚底

蕴的“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

书”、展示中国当代小说山西经典的“三

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展示“山药蛋

派”一代经典的“山药蛋派经典文库”和

“晋军崛起”一代经典的“晋军崛起精品

典藏”、 展示山西省文化旅游丰沛资源

的“走读山西系列丛书”、展示山西省廉

洁文化源远背景的“廉政文化系列丛

书”等一系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作品，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

文脉赓续

在传承发展中推动文化繁荣

2023 年 6 月 ，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后，山西迅速

下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通知》，从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人才保障、深入调

查研究”三个方面安排部署，从“提高政

治站位”“认真组织传达学习”“扎实做

好宣传阐释”“坚定推动贯彻落实”四方

面深入推进，让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从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

进座谈会等相继召开，到山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院、山西考古文博研究院正

式揭牌成立，再到《山西省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省级协调专项工作机制实施方

案（试行）》《山西省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典型案例及工作亮点集中宣传推介方

案》 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出台……顶层设

计不断完善，宣传平台逐步拓展，重点

项目长远谋划 ， 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

新，山西正努力探寻着 、塑造着文化传

承发展的地方样本。

坚持保护第一、 传承优先的理念，

山西省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实施 39

处国宝级文物保护重大专项。 投入文物

保护专项经费 5.3 亿余元， 实施文物保

护项目 414 项，完成 10 余处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数字化

保护。 使用政府一般债券 3.58 亿元，实

施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推进世界

文化遗产地保护，完成云冈石窟第 3 窟

危岩体抢险加固、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

保护修缮、平遥城墙 61 段险情段落的抢

险维修。 编制晋冀豫、晋察冀、晋绥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规划。 国、省保文物

安全数字化监管平台平稳运行，文物安

全巡查检查常态化开展。

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显著。 深化“云

冈学”研究 ，云冈研究院建成云冈学研

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进入国家

第一方阵 ；实施“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

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省

科技重大专项。 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完成八里

坪遗址 、夏县辕村遗址 、芮城坡头遗址

考古勘探，勘探总面积 16 万平方米；完

成兴县碧村、沁水八里坪 、大同吉家庄

考古发掘；夏县辕村、东下冯、绛县西吴

壁等遗址和垣曲北白鹅墓地考古发掘

总面积近 8000 平方米。 碧村遗址荣获

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不断推进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发

布首部“山西非遗蓝皮书”，开展国家级

非遗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评估，进

一步增强非遗传播影响力，借力扩大非

遗外宣水平……省文旅厅保护传承非遗

的脚步从未停歇， 开展非遗购物节、非

遗博览会、 跟着非遗去旅行等多彩活

动，助推山西非遗提升知名度。 全国非

遗曲艺周活动、援疆非遗展、山西非遗

精品丝路行 、 第八届成都国际非遗节

等，尽显三晋“遗”珍无穷魅力。

山西省文化战线将继续深植三晋优

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 推动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激发新时代文化强省建

设的勃勃生机， 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满足

人民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 为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

有利文化条件。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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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始终牢

记领袖殷殷嘱托，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勇担新的文化使命，高水平推进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

金风乍起，山河绚烂，文化添彩，一项项山西省群众文化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场场山西省艺术节经典剧目轮番上

演，一个个非遗项目、演出点亮进博会“山西之夜”等重要活动，一件件精美文物展览、文创产品展示让更多人看到文化山

西、大美山西。 艺术创作精品迭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斐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升级、文化产业稳步发展……山西

正凝心聚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话剧《于成龙》剧照。 资料图片

河北承德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河北承德以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河北承德始终树牢抓区、县基层党

建的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堡

垒和组织功能。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建强区、县、乡镇、村级战斗堡垒，发

展壮大当地经济， 强化基层人才支撑，

在抓党建促全域经济振兴上当先锋、作

表率。 提升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效能，强

化大发展思维 ，突出精细化治理 ，注重

智慧化服务，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统筹加强各领域党的

建设，坚持机关党建抓提标 、企业党建

抓引领、学校党建抓融合、医院党建抓

延伸、乡镇党建抓扩面，推动党务与业

务互融互促，提升干部担当干事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牢牢把握党要管党、党管人才，科学

执行人才选用、考核、任用、培养和监督

的基本原则， 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建设，

坚持以德为先、以才为本，严格按照干部

选拔、 任用准确公正透明地选拔优秀干

部。 在加强人才引进培养上实现新突破，

围绕产业升级引进急需专业人才， 聚焦

京津引进高端科技人才， 依托本地高校

培育本土人才，加快补齐人才链短板。 在

提升人才平台能级上实现新突破， 打造

科研创新平台，拓宽成果转化渠道，做优

创新创业园区，让人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在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上实现新突破，精

准制定人才政策，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做

实做优服务保障，在全社会营造重才、爱

才、用才的浓厚氛围。

强化主责主业意识，压紧压实各级党

委主体责任、属地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

任，着力夯实基础保障，注重典型引路，注

重以党建典型引路，强化督考问效，以钉

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末端落实。

党建工作日新月异提升，为地方经

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政治保障和

政策护航，深挖地热温泉资源，以“温泉+”

战略为核心，推动温泉旅游康养产业快

速发展。 通过举办一系列温泉旅游推介

会和项目签约活动，成功吸引了大量投

资，推动了一批温泉旅游康养项目的落

地实施，实现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建设

钒钛磁铁矿资源基地，强力推进钒钛材

料提质升级，深挖资源效益和产业链建

设，着力打造“中国钒谷”。 通过优化产

业布局、 做优做强产业延伸等措施，已

初步形成集采选、冶炼、深加工、研发设

计于一体的钒钛产业体系。

全力打造“风、光、水”三个千万千瓦

级清洁能源基地，推动风电、光伏发电、

抽水蓄能等项目的实施。 积极推动风光

氢储一体化项目的发展， 提升新能源的

利用效率和消纳能力。 这些举措不仅为

经济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 还为京津冀

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作为首都

两区建设的排头兵， 全力推进首都水资

源涵养区、首都环境保护支撑区建设，为

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赵万德）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