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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建设“江南文化名城南文化名城””

袁 飞

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明确提出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

并作出了“六个高质量”的发展部

署，“文化建设高质量”是其中之

一。2017 年无锡经济迈入万亿“俱

乐部”，推动无锡文化高质量发展，

建设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名城”是

题中之义。

从历史和现实高度，理解高质

量建设“江南文化名城”的时代要求

政策层面。党的十九大对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作出战略部署，将文化繁荣兴盛作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和

重要支撑。建设江南文化名城，推

动无锡文化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举

措，也是江苏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

历史层面。无锡是吴文化、中

国民族工商文化、中国乡镇企业文

化发祥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同

时，作为苏南经济发达城市，无锡在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上具备雄厚基础和比较优势。建设

江南文化名城，推动无锡文化高质

量发展，是无锡彰显城市历史文化

特色的历史使命。

现实层面。随着无锡 GDP 突

破万亿元大关，站在新的平台上，建

设江南文化名城，推动无锡文化高

质量发展，是打造无锡制造业竞争

力和文化软实力“双核”优势的迫切

需要，同时也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

需求的惠民之举。

从时间和空间向度，发挥高质

量建设“江南文化名城”的基础优势

全方位构建理论学习平台。党

的十九大以来，无锡市各级党组织

举办各类宣讲报告会近9000场，受

众超过 100 万人次。“思想云”经验

做法《“思想云”：微时代理论学习好

帮手》，作为江苏省唯一典型经验入

选全国宣传干部学院编写的《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案例选编》。近 5 年

来，“梁溪大讲堂”共举办讲座80余

场，多次荣获“江苏优秀讲坛”称号。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

基地、主题公园、主题广场和主题社

区等，建成无锡好人文化广场，做法

经验在中宣部现场会作交流。全面

深化城市塑德工程，截至目前，全市

有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5
人、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21
人。评出无锡好人632人，129人荣

登江苏好人榜，74 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

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跻身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全市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

积达到2100平方米，市公共图书馆

藏书总量达906.7万册，建成省五星

级示范农家书屋18家。近5年投入

76亿元进行文化事业建设，市（县）

区、镇（街道）连续投入日常群众文

化活动经费达2亿元。首创星级团

文化广角 WenHuaGuang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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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评定，三年来向1500余支群众特

色文化团队给予小额资助。

文化产业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管理相

关办法，三年来市级文化产业专项

资金对122个项目发放奖励扶持资

金1.16亿元。推动文化产业园区功

能布局和特色空间塑造，目前全市

已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基地5
个、省级园区10个，年产值超过100
亿元的园区1个。国家广电总局和

省政府连续两年在锡举办太湖影视

文化产业投资峰会，签约基金总额

达170亿元。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有序推

进。清明桥、荡口古镇等相继入选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无锡被列为中国大运河重要

节点，江南运河无锡城区段（14 公

里）、黄埠墩、西水墩成功列入大运

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惠山祠堂群跻

身《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极大丰富和激活了城市文化秉赋。

这些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是推动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和潜

力、特色所在。

从价值和功能的维度，构筑高

质量建设“江南文化名城”的五大高

地

构筑文化价值高地。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党委（党组）

中心组学习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努力建设与“强

富美高”新无锡目标和“文化高质

量”发展部署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

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推动核

心价值主题教育不断向纵深发展。

构筑文化传播高地。实施新闻

创优工程，深化媒体融合创新发展，

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完善信息

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着力改进经

济社会热点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水

平。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

抢占网上舆论阵地，实施网络文化

建设工程，不断优化网络问政环境，

打造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网评

品牌。

构筑文明风尚高地。深入推进

公民道德建设，打造一批在全国有

影响的道德建设载体和工作品牌，

建好用好道德教育实践基地，切实

建成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深化崇

德乐善“一月一主题”公益活动、环

太湖生态文明志愿服务大行动、学

雷锋志愿服务广场等品牌活动，推

进学雷锋志愿服务标准化站点建

设。

构筑文化服务高地。加强文艺

精品创作，完善文艺创作引导扶持，

启动影视剧、舞台剧“优秀剧本孵化

计划”，建立体现无锡特色、全国视

野的文艺创作题材库，着力打造一

批文学、影视剧、舞台剧、纪录片精

品。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城乡

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加强基层特别

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精

准开展文化扶贫。

构筑文化产业高地。实施文化

产业园区（基地）提升工程，完善园

区（基地）、示范企业认定评选扶持

机制，引导文化产业向特色化、差异

化、集群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兴文

化业态，推动文化生产、服务的数字

化、网络化进程，深化文化产业跨界

融合，做好“文化+城市”、“文化+科

技”“文化+金融”，以及文化与制造

业、旅游业等方面融合发展的大文

章。

从传统和现代的厚度，打造高

质量建设“江南文化名城”的三个品

牌

打造吴文化品牌。大力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保

护、开发和利用好吴文化历史遗

存。加强对吴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研

究，推动名人文化、东林文化、运河

文化、祠堂文化、诗词书法绘画等深

具无锡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加强非物质吴文化遗产保护开发，

加大全市非遗重点项目和重要传承

活动资金扶持。

打造工商文化品牌。制定工业

遗产普查及认定办法，建设管理好中

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等一批纪念馆、

陈列馆；开发利用好各类工业遗存。

大力弘扬“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

厚生、实业报国”的无锡工商文化精

神，培育新时代工匠精神，为推进产

业强市提供精神动力。突出“百年工

商繁荣”的城市形象，利用好工商文

化这一独特资源和城市名片，积极开

展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

打造影视文化品牌。优化影视

文化发展环境，设立专项资金，完善

奖励政策。成立影视文化基金，办

好太湖影视投资峰会，加大文化投

资基金和规模影视企业签约落户力

度。加强与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

合作，办好江南影视艺术学院，培养

优秀影视文化人才。延伸影视文化

产业链，成立无锡市外景拍摄联盟，

打造国际剧本交易工场，建设影视

资产交易平台，提升影视服务功能，

形成功能更加完整的现代影视产业

体系。□

（作者系中共无锡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 责任编辑：冷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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