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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定于二○一○年八月二十八
日上午10：00在金寨县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举
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金寨县城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形
资产（详见拍品清单），参考价500000元整。
二、咨询展示的时间、地点:自公告日至拍卖前一
日止，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人条件:为考虑企业今后可持续发展，竞
买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党的领导,政治可靠、品行优良,无社会
不良记录；

2、具有10年以上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经验；
3、取得市政专业建造师证书；
4、安全三类人员A证。

四、竞买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时，须于二○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6：00前携本人身份证、法人
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等并缴纳标的物
约定的履约保证金伍拾万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如竞买不成功，保证金全额退还（不计息）。
五、联系地点：梅山镇红楼大酒店五楼

联系电话：0564-7062505 13965482022
安徽中新拍卖有限公司
二○一○年八月九日

拍卖公告 清算公告
安 徽 大 略 医 药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340000400002631）于2010年8月6日经股东会

决议终止营业，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联系电话：3422828

联系人：袁纯音

安徽大略医药有限公司清算组

据《光明日报》8月10日头版头条报道

7月，以非改革试点地区创造“皖军现象”而

备受关注的安徽，再次传出文化体制改革

全面深入推进的捷报——在省市县三个层

面，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出版发行体制

改革、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广电网络整

合、电影公司与电影院转企改制、公益性文

化事业单位改革实现了全面覆盖，安徽再

次走在全国第一方阵。

“早”——把握先机才能领跑全局

全省文化、新闻出版和广电已实现政

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17个市、61个县

(市)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市县广

播、电视两台全部合并。

“早动手、抓先机，一直贯穿安徽文化

体制改革进程始终。”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叶文成介绍。

“早改早主动”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和全

省上下对于推进改革的共识。早在全国首

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启动时，安徽没有进

入9个综合性试点地区的范围。但是，曾经

诞生了“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安徽历

来不乏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省委省政

府决定全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探索，致力

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安徽出版业过去并不发达，但安徽出

版集团通过转企改制、战略重组，成为全

国出版领域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主业整

体上市企业。而改制前业绩平平的安徽

新华发行集团，通过及时引入战略投资，

在全国同行中率先完成股份制改造，组建

的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发行

业主板首发上市第一股，一跃成为全国公

司市值第二的文化企业。

“真”——真抓实干才能全面推进

全省已累计完成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

制371家，全部真正做到不留壳、不借壳，

“可核查、不可逆”，实现了真改革真转制。

“文化体制改革决不允许搞换个名称、

翻块牌子的假改革，是省委省政府的一贯

态度。”省委宣传部文改办主任周玉告诉记

者，在安徽文化体制改革中，事业单位转企

改制有着严格的验收标准。

之所以如此较真，源自安徽人在长期改

革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教训——“真改真受

益，假改害自己”。2008年，合肥着手对国有

电影文化企业进行改革时，态度十分明确:坚

决不搞修修补补的小改小革，一定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通过对长江剧院、解放电影院、

光明影都等国有电影文化企业进行彻底改

制，重组成立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再造

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当年实现增速超过

100%，2009年则增长了122.66%，远超全国

城市影院40%的票房业绩增幅。

“实”——遵循规律才能激发活力

省、市、县三级的转企改制经营性文化

事业单位涉及包括7392名离退休人员在内

的22104人，由于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得

到顺利推进。“决不能把改革当作卸包袱的

机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臧世凯介绍，推进

文化单位改革政策必须落在“实”上，一是改

革必须有党委政府主导，不能让具体单位

“孤掌难鸣”；二是改革成本不能由干部职工

担负，要形成“谁改革支持谁、早改革早受益、

改革不吃亏、改革有实惠”的政策导向。

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必要的成本，安徽

省委省政府的态度是:该由政府承担的改革

成本一定要支付到位，该由政府解决的遗

留问题一定要解决到位，该由财政投入的

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要逐步加大投入和扶

持力度。省直文艺演出院团改革时，原事

业身份在职在编职工按企业身份退休，其

待遇与以事业身份退休产生的差额部分，

由省财政解决；省直演艺院团演出场次补

贴每场增加5000元，由省财政拨付。

“早”、“真”、“实”，是安徽全面深入推

进文化体制改革的三大保障。在“三字经”

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内涵，那就是加快文

化体制改革进程，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的文化自觉。正是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

成就了安徽文化体制改革的种种奇迹。

中央媒体看安徽 求早求真求实 彰显文化自觉
安徽唱响文化体制改革“三字经”

与试点地区同步推进，安徽文化体制

改革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之所以能在较

短时间内高质量完成改革任务，开创文化

建设新局面，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用创

新的思维认识改革、用创新的思路指导改

革、用创新的方法推动改革，直面难题，大

胆探索，分类指导，奋力突破。

区域方面，推动芜湖等试点市率先完成

改革任务，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同时要求非试

点市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确保上半年完成重

点任务。行业方面，对基础较好、市场成熟度

高的出版、发行、电影发行放映等领域，加快

转企改制步伐；考虑全省国有文艺演出院团

资产少、基础差、历史包袱重、遗留问题多的

现状，坚持从实际出发，分三批完成任务。

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益性文

化单位内部改革、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国有

文化资产管理……每走一步，都是制度创

新的探索和尝试。近两年，在中宣部向全

国推荐的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案例中，我省

入选18例，居全国前列。

吹遍江淮大地的改革春风，为安徽文

化发展唤来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一个崭

新的文化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大胆探索 分类指导制度创新化为发展动力

芜湖方特欢乐世界每天吸引众多游客

春潮涌江淮 风劲正扬帆
——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之一

不等不靠、勇于创新、攻坚克难、整体推进，截至6月底，我省

提前完成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走出了一条

自主试点改革的创新之路，创造了非综合试点省份走在全国前

列的“安徽现象”，开启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局面。李跃波

2010年，是安徽跨越发展路上的重要一

年。除去外界熟知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外，文化建设也在进行一场战

略性突破。

“改革不仅要抢占先机，还要不断突破

创新，不断深化推进，浅尝辄止和固步自封

是改革最大的敌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臧世凯

说。省委、省政府把文化发展纳入“四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

出建设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文化产业被列

入我省重点发展的八大支柱产业之一，。

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专题工作会、改革调度会、改革

汇报会、组织全省专题督查等，强力推动改

革，把上半年基本完成文化体制改革任务作

为一项硬指标，列入各地党委、政府工作考

核目标。全省有15个市市委书记、市长担

任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将其作为

“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

攻坚克难 提速提效“一把手工程”强力推动

改革中最难处理的是职工和企业切身

利益问题。安徽的做法是——用足用活现

有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充分保障职工

利益，确保改革成本支付到位、遗留问题解

决到位、推进发展扶持到位。

文化建设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

常性收入增长幅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

付资金用于文化建设比重逐年增加。省委、

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支持改革、支持文化

建设。2006年，设立省农村文化建设专项

资金；2007年，设立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从2009年起，五年内，省财政每年安排1

亿元，设立文化产业发展、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等专项资金，解决省属演艺院团设施更

新、剧目创作、人才培养等问题。

劳动、人事、税收、社会保障等部门主动

跟进，上门服务，为文化体制改革“保驾护

航”。2006年至2009年，141家转制文化单

位、52家新办文化企业享受财税优惠政策，

共计减免税收9.67亿元。

政策保障 轻装上阵以人为本排解后顾之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对我国文化处境的反思，对文

化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中央适时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的重大决策。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为读者呈现我省文化

体制改革新气象，本报从今天起开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强省建设”专栏。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