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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全市四级公共文化设施
7131个

截至2018年底， 全市四级公
共文化设施7131个， 平均覆盖率
达98.85%。 建成市-区-街乡-社
区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
络， 基本形成一刻钟 （15分钟）
文化服务圈， 实现全覆盖、 免费
开放。 市级设施包括首都图书馆
和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区级
设施包括22个图书馆 ， 20个文
化馆。 街乡级设施共有330个综
合文化中心， 社区村级设施共有
综合文化室6757个， 全市共建有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站点4295
个， 数字文化社区300个 ， 24小
时自助借书机177个， 北京市共
享 工 程 数 据 资 源 总 量 已 达
797TB， 在数字文化社区高清交互
平台发布的视频资源有1079.8GB，
1410.2小时。

全市公共图书馆读者 “一卡
通” 覆盖270个街乡， 实现通借
通还。 构建完善公共图书服务、
文化活动、 公益演出三大公共文
化服务配送体系。 制定实施 《北
京市优秀群众文化项目扶持办法
（试行）》， 扶持292个群众原创节
目、 群众文化队伍、 品牌活动。

两万场文化活动贯穿全年

据介绍， 本市每年围绕歌唱
北京、 舞动北京、 戏聚北京、 艺
韵北京、 影像北京和阅读北京六
大板块开展 “首都市民系列文化
活动”。 围绕春节、 元宵节、 清
明节 、 端午节 、 七夕节 、 中秋
节、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 每年以
“我们的节日” 为主题， 以展览
展示、 诗文朗诵、 文化讲座、 阅
读体验、 书画赏析、 文艺演出、
游园登高等形式 ， 开展主题鲜
明、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打造
“首都市民音乐厅”， 走进高校、
中小学 、 图书馆 、 影剧院 、 社
区、 部队、 远郊区， 共演出106
场次， 现场观众83000多人 ， 网
上观众500万多人， 让群众在家
门口免费欣赏高雅音乐。 自2016
年起， 连续4年组织开展 “文化
惠民逛庙会， 欢欢喜喜过大年”
活动， 累计向首都市民发放110
万张春节庙会门票， 抢票率均达
100%。

每年组织 “万场演出下基
层”， 举办 “文艺演出星火工程”
“周末场演出计划” “百姓周末

大舞台” 等公益演出。 打造 “北
京市创新文化惠民常态化品牌项
目”， 推出惠民低价票补贴政策，
逐年增加补贴金额、 补贴票数。
2012年政策出台至2018年底， 累
计补贴低价票116万余张， 补贴
金额1.3亿元， 受益观众达289余
万人次。

舞台艺术发展精品迭出

1978年北京市8个市属艺术
院团演出总场次1992场， 国内观
众294万人次， 演出收入只有55
万元， 到2018年 ， 全市139家营
业 性 演 出 场 所 全 年 演 出 达 到
24684场， 平均每天上演近70场，
吸引观众1120万人次， 演出收入
17.76亿元。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2014年
至2018年， 市属文艺院团新创剧
目150余台， 复排加工剧目180余
台。 7台剧目获 “文华大奖”， 15
个剧目获 “五个一工程” 奖， 11
个剧目入选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 59人次获得 “梅花奖”。
其中， 在近三届中国艺术节上，
昆曲 《红楼梦》、 评剧 《母亲》、
舞 剧 《 天 路 》 连 续 问 鼎 最 高
“文华大奖”。

创新形成创作、 排练、 演出
全链条艺术创作扶持机制。 率先
设 立 首 支 省 （ 市 ） 级 艺 术 基
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每年
投入1亿元， 重点围绕舞台艺术
创作、 文化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
人才培养三大方向开展资助 。
2016年设立至2018年底， 累计资

助项目329个， 资助资金超过3亿
元， 扶持引导了一批优秀艺术作
品和品牌文化活动。 率先建立全
国 首 家 剧 目 排 练 公 共 服 务 平
台———北京剧目排练中心。 服务
在京注册的所有文艺院团， 扶持
原创 ， 形成剧目培育和孵化基
地 。 2015年 11月运营至 2018年
底， 剧目排练中心共接待406家
文艺团体、 591个排练剧目， 排
练厅使用11640次 。 作为 “文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次崭新尝
试”， 率先建立全国首家剧院资
源统筹平台———北京市剧院运营
服务平台。 实现艺术生产单位、
演出场所和观众三方受益。 2015
年11月运营至2018年底， 累计演
出376台680场剧目。

七届惠民消费季累计实
现消费720亿余元

本市陆续推出惠民文化消费
季、 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 文化
消费品牌榜、 文化消费空间体系
等一系列举措。 其中， 北京惠民
文化消费季自2013年起已连续举
办七届， 累计实现直接文化消费
720亿余元。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
电子券至2018年底累计提供消费
补贴1.1亿元 ， 直接撬动文化消
费7.8亿元以上 ， 券额抵扣与合
作单位专属折扣、 优惠活动等叠
加， 总计为北京地区消费者提供
优惠约3.33亿元。

出台 《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
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明确数字
创意、 内容版权两大主攻方向 ，

聚焦创意设计、 媒体融合、 广播
影视、 出版发行、 动漫游戏、 演
艺娱乐 、 文博非遗 、 艺术品交
易、 文创智库等九大重点领域环
节 。 积极对接 “互联网＋ ” 战
略， 制定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
若干措施， 产业内生发展动力不
断增强 。 今年1-5月 ， “文化+
互联网” 领域实现收入占文化产
业收入的42.8%。

本市综合运用银企合作、 建
立平台、 贷款贴息、 融资担保、
培育上市 、 设立基金等多种手
段， 在全国率先建立健全文化
产 业 投 融 资 服 务 体 系 。 2018
年 ， 北京市中资银行文化产业
人民币贷款余额1679.8亿元， 同
比增长 19.3％ 。 推出 “投贷奖 ”
联动政策， 通过 “政策+市场化
平台+服务+生态圈 ” 的模式 ，
实现企业股权融资、 债券融资和
财政支持资金的无缝对接， 在大
幅提升文化企业融资成功率的同
时 ，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 截至
2018年底， “投贷奖” 累计支持
项目 1354个 ， 支持金额 7.95亿
元， 拉动投资700.82亿元， 放大
倍数达88.15倍。

相继启动近百项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修缮

加大老城文物保护力度， 相
继启动太庙、 大高玄殿、 历代帝
王庙、 地坛、 月坛等近百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 全面改
善了相关文物保存状况， 推进胡
同和四合院、 会馆、 名人故居等
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 为了保护
历史风貌， 基本完成全市市级及
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
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修订工作， 依
法严格控制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的
建设项目， 初步形成老城整体保
护规划阶段性成果。

制定实施 《北京市长城文化
带保护发展规划 （2018年-2035
年》、 《北京市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保护发展规划 （2018年-2035
年》， 落实 《北京市大运河文化
带保护建设规划 》， 统筹规划 、
科学保护长城、 大运河等重要历
史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 。 自
2000年以来本市共开展长城保护
工程96项 ， 市财政投入约4.7亿
元。 其中箭扣长城修缮工程已经
成为国家文物局指导推介的长城
维修示范点， 为全国砖石长城的
修缮提供了借鉴。 同时， 为了加
大对长城的保护力度， 今年成立

了北京市长城保护员队伍， 目前
已达463人。

积极推进北京中轴线申
遗保护工作

2012年， “北京中轴线” 被
成功列入 《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
单》 后， 组织编制了 《北京中轴
线 申 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 文 本 》 、
《北京中轴线保护规划》。 为明确
北京中轴线申遗路线图， 2018年
完成了 《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
治规划实施计划》、 《北京中轴
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 并
成功举办了中轴线申遗保护国
际、 国内学术研讨会议。

与此同时， 实施了 “中轴线
文物保护修缮计划”， 2012年以
来对中轴线文物的维修保护经费
投入达5亿多元， 先后开展了景
山寿皇殿 、 先农坛 “一亩三分
地”、 天坛、 社稷坛、 太庙等重
要遗产点的维修保护 、 腾退开
放、 展示利用工作。

全市有线电视注册用户
数达597.48万户

公共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有
线、 无线、 卫星等多种传输体系
不断健全， 制定 《北京市广播电
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实现中央 、 北京和当地三套广
播、 四套电视节目北京地区无线
覆盖， 北京新闻广播全覆盖。 完
成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
覆盖工程， 实现中心城区及部分
远郊山区12套中央电视节目的无
线数字化覆盖， 北京电视台实现
北京卫视、 北京新闻、 冬奥纪实
3个频道高清节目在中心城区的
无线数字化覆盖， 持续推进市 、
区两级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
工作。

持续推广高清交互数字电
视， 累计投入资金30多亿元， 共
传输 180余套数字电视节目和
18套数字广播节目， 传输数字节
目数量、 高清节目数量均位居
全 国 首 位 。 北 京 市 高 清 交 互
数字电视普及推广工作作为一
项政府文化惠民工程取得了显著
成效 ， 通过 10年 （2009-2019）
的推广使全市530多万户居民收
看到高清交互数字电视 。 截至
2019年7月， 全市有线电视注册
用户数597.48万户， 高清交互数
字电视用户539.7万户 ， 数量居
全国城市之首。

北京文化建设：
精彩纷呈 精品迭出

9月26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
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建设专场。 会上， 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
心、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介绍相
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