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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必须在培育新的

文化业态上实现新突破。”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臧世凯认为，新的文化业态是文化与现代

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是最具成长潜力、最有

发展前景的产业增长极，站在文化产业发展

最前沿，催生和培育新的文化业态，不仅是

产业发展的必须，也是深化改革的体现。

58集动画片《黑脸大包公》在央视和

20家省市电视台播出，并实现国产动画登

陆日本“零”的突破。原创漫画图书《三国

演义》获国家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原创

扶持项目两项第一，以十多个语种的版本

出版。98集动画片《美德花园》被国家广

电总局作为国产优秀动画片向全国推荐。

一部部贴有“安徽制造”标签的动漫作品，

飞上荧屏、网络和孩子的书桌。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深度开发电子报、

数字报、手机报、网络购物等新媒体业态，

取得可喜进展。安徽出版集团首创“手机

动漫杂志”，用户达到50万，创办“在线教

育”网络，累计用户超290万。

业态创新百舸争流抢先机

4.4亿支持“小农田”建设
2010年，省财政进一步加大小型农

田水利建设投入力度，筹集4.4亿元支持

全省39个重点县和13个专项工程县实

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建设项目。

刘建军 王靖记者 沈娟娟

巢湖清查化工产业
昨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即日

起，巢湖市将针对饮用水源地、居民居住

区等重点区域化工企业存在的超标排放

污染物、应急预案不完善等违反环保法

规的行为，开展了环境安全专项检查。

记者俞宝强

我省又添5只创投基金
记者昨日从省科技厅获悉，近日，我

省又添5只创投基金：安徽省创投资本基

金有限公司、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安徽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芜湖瑞

建汽车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国

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记者 任金如

芜湖网上出售汽车票
昨日上午，准备前往合肥的张先生，

在家里登陆网站后，轻点鼠标就购买了

一张前往合肥的汽车票，按照发车时间

提前30分钟到达了芜湖长途汽车站，顺

利乘车。这种网上购买汽车票的方式在

芜湖一公开后，受到了许多乘客的欢

迎。芜湖长途汽车站也成为全省第一个

“吃螃蟹”者。 记者王玉 实习生 姚翔

两大省直管集中区更名
昨日，记者从和县了解到，经皖江城

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

会议研究决定，芜马巢、安池铜两个省直

管集中区分别更名为安徽省江北产业集

中区、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

涂创闯 记者 张发平

重启基本药物招标采购
记者昨天获悉，我省重新启动基本

药物招标采购。全省政府举办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及一体化管理的行政村卫生

室，实行政府主导、全省统一的基本药物

网上集中招标采购。 记者 王松青

万花筒

搏风击浪 勇立潮头
——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之二

文化体制改革越向纵深推进，文化生产力释放得就越充分。阔步前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安徽文

化产业发展呼唤出一片蔚蓝的天空，开辟出一条顺畅坦荡的“康庄大道”——文化产业龙头阵容形成；

动漫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李跃波

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

改革的中心环节。从“事业”到“企业”，从

“皇帝女儿不愁嫁”到“主动访客户、跑市

场”，从“干好干坏一个样”到“以业绩说

话”，转制后的文化企业重寻坐标，成为一

个个富有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

重要岗位，能者居之；收入分配，业绩

说话。转制后的安徽出版集团每年都会和

旗下各出版社签订“军令状”，包括社会责

任指标、经营效益指标等，不能胜任者，主

动让贤。原先的职称工资改为岗位工资，

岗变薪变，收入只和业绩挂钩。一些参加

工作不久但贡献突出的助理编辑能拿到副

编审的收入，个别职称高的同志则因为业

绩平平收入明显下降。

成功转制面向市场增活力

把转企改制与资源整合结合起来，推

动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文化企业组建集

团公司，安徽大力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做大

做强文化“航母”，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

的“排头兵”。

“‘文化皖军’北上京城，联姻‘国字号

’文化机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安徽龙

头文化企业的“大手笔”引起中央媒体高度

关注：出版集团成功重组中国文联直属出

版单位——中国文联出版社、大众文艺出

版社和中联影视中心，并就动漫产业发展

与北京万方幸星数码科技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新华发行集团与中国外文局所属新世

界出版社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参与其

股份制改造。

整合资源龙头带动造“航母”

安徽：以改革为浓墨创新为重彩

绘就文化繁荣大画卷
据新华社8月11日电 仅仅在一年

前，蚌埠市文化市场管理局局长杨传礼

的主要精力，还花在筹措执法经费和维

持工作人员“吃饭”上，“厚着脸皮”在政

府各部门之间来回奔波。

“文化市场管理千头万绪，全市1100

多个经营点，加上繁杂的行政审批职责，

开支靠自收自支，捉襟见肘，发工资成了

大问题，市场管理更是有心无力。自去

年整合组建了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之后，我们变成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

员、经费、待遇有了保障，职责明确了，队

员们卸下了思想包袱，执法检查效率提

高、标准统一，查获了一批有影响的盗版

侵权大案。”杨传礼说。

杨传礼亲历的变化，只是安徽文化

体制改革这艘大船乘风破浪进程中激起

的一朵浪花。虽然并未被列入首批文化

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区，但善于开拓创新

的安徽人，凭借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

和勇气，聚墨凝彩、自主试点，绘就了一

幅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画卷，走出了

一条令人瞩目的改革创新之路。

中央媒体看安徽

昨日上午，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三运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副书记王明方主持

会议。会议隆重表彰了获得“全省人才工作先进单位”、“安徽省突出贡献人才”荣誉称号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创新人才

奖”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图为安徽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牛昕（右三）等人接受表彰。 记者李超钰 文 图

星报讯（记者 刘元媛） 农村道路毁

损严重，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目前，我

省农村公益事业越来越难。甚至有专家表

示，农村公益事业若不改善，我省部分地区

若再次遭遇1990年代的洪水，可能会面临

灭顶之灾。

2000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税费

改革试点，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实行

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一事一

议”制度。但随着社会发展，“一事一议”

制度的筹资筹劳能力远不能满足现实需

求。中央和省里出台了“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政策希望能激活“一事一议”制度。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是村民通过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开展村内公益事业建

设项目，政府采取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的方

式给予适当财政奖补。日前，省社科院法学

所专家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调查后

发现，筹资难度大、筹资量少以及财政奖补

比例小成为该政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省社科院法学所专家表示，可以从多

个方面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制度进行

完善。首先，“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制可

适当提高筹资额度。在议事程序上，可根

据受益主体和筹资主体相对应的原则适当

调整议事范围，村民组或自然村也可成为

议事单位。为了有效防止奖补资金被挪

用，专家表示，财政奖补方式可实行“先建

后补”的原则。对于已建好的农村公益设

施必须保护好，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建立农

村公益设施管护机制。

“如果能达到1：1或是‘政府出大头，农

民出小头’，那么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

局面将大为改观，农民的幸福感将会大大

提高。”专家建议，“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

策能适当提高政府奖补比例。

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困难重重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遭遇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