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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邢振宇) “要突出打造

‘天下泉城’，构建济南独具

特色的文化标志。”26日，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焉
荣竹在济南市文化产业发

展大会上指出，特色是城市

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于其

他城市的重要标志。

焉荣竹表示，特色文化

越鲜明，城市吸引力就越突

出。济南是著名的泉城，也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泉文化是济南悠久历史中

一以贯之的文化标志，系统

梳理和挖掘济南的历史文

化资源，全力打造“天下泉

城”品牌，是构建济南独特

文化标志的重中之重。

去年以来，济南紧抓全

运会和园博会的机遇，着力

打造“天下泉城”文化品牌，

极大增强了市民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提升了济南知名

度和美誉度。焉荣竹说，在

此基础上，济南要进一步加

大对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

整合开发力度，不断丰富完

善“天下泉城”文化品牌体

系，努力打造体现泉城特

色、反映时代精神、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独特文化标志。

要进一步加大四大泉群、三

大名胜、千年古城的系统整
合和保护提升，更加注重用

现代科技和数字技术集中展
现“山、泉、湖、河、城”浑然一
体的城市风貌，更加注重把

泉城特色文化与精品文艺创

作、旅游品牌创建、企业名优

产品开发相结合，形成济南

一个独特的巨大文化产业，

使其真正成为济南享誉中

外、长盛不衰的文化盛宴。

焉荣竹强调，在城市规

划、设计、建设、管理上，要

更多融入文化元素、传承文
化传统，形成独特的风格魅

力和文化气息，把济南建成

城市功能和文化品位相得

益彰的魅力城市。另外，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根本目的

是让人民群众分享到更多

更好的精神文化生活。

焉荣竹要求，济南要按

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

便利性的需求，以政府为
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

撑、以基层特别是农村和
社区为重点，加快建立覆

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努力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的均等化。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邢振宇)

26日，济南召开全市文化产业发展

大会，会上下发了《关于加快文化产
业振兴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重点发展现代传媒、文化旅游

等文化产业，力争5年内全市建设30

个文化产业重点园“街”区，择机举办

泉水文化节。

根据《意见》，济南市将重点发展
现代传媒、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动漫

游戏、演艺娱乐、广告会展、艺术品等

文化产业，在适当时机举办泉水文化

节。到2015年，济南市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以
上，成为支柱产业，城市居民人均文

化消费支出占到全部消费性支出的

20%以上，把济南建设成国际知名的

文化名城、全国重要的区域文化中

心、山东文化强省建设的排头兵。

今后一个时期，济南将提升改造

现有文化园区，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

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园“街”区，重

点发展文化旅游、现代传媒、创意设

计等文化产业，鼓励企业联合重组、

投资兴办文化企业，大力发展骨干民

营文化企业和民办非企业文化单位，

形成国有、民营、外资多种所有制文
化企业有序竞争的格局。济南将在财
政、税收、土地、工商、融资等方面进

行扶持，鼓励各县市区设立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基金，力争5年内全市建设
30个文化产业重点园“街”区。

据介绍，为了适应城乡居民消费

结构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济南

将开发与文化结合的教育、培训、健

身、旅游、休闲等服务性消费，大力推

进惠民性文化活动，通过“电影周”、

“全民读书节”等多种形式，倡导演艺
消费、影视消费、图书消费等文化性

消费。

本报11月26日讯(记者 邢振宇
实习生 马雪琳 江向荣 赵军

光) 根据《关于加快文化产业振兴发

展的意见》要求，济南市要设人才文
化奖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支持文化

企业上市融资。

人才是资源，优秀文化人才更

是先进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根据

《意见》规定，济南将实施“引才”、“育

才”、“聚才”工程，设立市文化人才
奖，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按照规定给予

表彰和奖励，提倡试行文化企业
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和股票期权

制。

在企业融资方面，济南将支

持、引导文化企业组建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融资，将拟上市文化企业纳入

省、市上市企业资源后备库，享受省、

市“企业上市专项扶持资金”等政策
扶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企业
的信贷支持。同时鼓励有实力的企

业、团体、个人依法发起组建各类文
化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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