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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江西绿色崛起

杨遇

【摘 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以文化促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对江西省乘着中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促

进江西绿色崛起的意义、优势、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论证了江西以文化率先促经济争先的正确道路，并提供了可行

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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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称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拥有灿烂的陶瓷文化，赣商文化，客家文化，傩文化，药文化，

并形成了以井冈山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而如何乘着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从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发展江西

省的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本省文化资源优势，成为江西省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的重要意义

1.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是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具体表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是

党的宗旨所在，是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所在。文化源于生活，源于人民，只有坚持文化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人

民才能以高度的自觉性参加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来。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绿色经济，让人民

既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这正是我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利益，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体现。

2.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群众

幸福感的有效手段。人的需求，首先是物质的需求。物质需求是其他需求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人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江西省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此为前

提，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符合江西省省情提出的以文化率先助推江西绿色崛起的目标就变得触手可及。

3.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是推动江西省文化体系建设，巩固人民经济发展的共同道德基础，增强地区荣

誉感的必要举措。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们既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知识、文化理念，也无意中引入了一些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已成为当前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树立强烈的道德认同感、积极的地区荣誉感、营造一个真善美的社会氛围、建立一个人民认可的道德规范是以文化产

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以文化的发展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4.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是加快江西省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方式。文化产业作为一

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以创意为源头，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手段，是高技术和高文化的统一体。在很多西方国家，文化产

业已成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江西省作为一个文化大省，虽然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所占 GDP 比重不断增大，但至今年也只有 2.5%，

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契机，大力培育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把文化产业作为新阶段发

展的重点，建立有江西特色的文化体系，才能促进江西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5.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是展示江西省开拓进取、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的创新形式。人是社

会的单元，也是社会的创造者，更是社会风貌的展现者。同理，一座城市的风貌如何，是人民的精神状态的体现；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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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得如何，是这个地区领导人能力和人民素质的体现。而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江西绿色崛起，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

途径则能全面的展现江西人民不畏艰难，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二、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的优势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江西省

委省政府抢抓历史机遇，相继出台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化建设专项规划》《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发展的决定》《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后兴（文化及创意）发展规划》以及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并在《江西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详细阐述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关规划。苏荣同志更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强调

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以文化率先促进江西的绿色崛起，以文化产业的跨越发展促进全省的进

位赶超。

从省情来看，江西省具有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诸多优势。其一，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江西是唯一一个与中国最具

活力的长三角、珠三角，闽中南经济圈相毗邻的省份，并纳入了泛珠三角经济圈。江西省已经成为连接这些地区最便捷的区域，

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这不论是作为交通或是物流来讲，都具有融入全国甚至全球化的独特区位优势。其二，拥有深厚的

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优势。经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江西省文物共有 36000 多处，排在全国前十位。江西历史悠久，自古学

风鼎盛，名人辈出。诞生了王勃，王安石，朱熹，欧阳修，汤显祖，文天祥等极具声名的文学巨匠；孕育了道教文化，庐陵文

化等；在井冈山、瑞金、安源等地诞生了红色文化。此外，还有世界知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文化”，“药都”樟树的“药

文化”，“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的“楼文化”，历史悠久的“傩文化”等等。其三，具有天然的绿色资源优势。江西

是生态资源大省，森林覆盖率达 60.5%，生态环境优越，拥有 8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14 个国家森林

公园。仅在 2011 年，江西省旅游接待人数就高达 1.6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1106 亿元。

2010 年 11 月，首届中国鄱阳湖生态文化节在南昌举行。国内外 345 家知名文化产业参展，吸引了 15 万观众，110 个文化

产业招商项目成功签约，签约金额高达 758.5 亿元。2011 年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江西代表团现场成交金额 112.1 万元，签

约达成的项目达 97.15 亿元，为历届文博会之最，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强劲的增长势头。政府和企业投资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建设在稳定推进，来自各种渠道投资的新媒体产业和演艺发展态势较好，精品项目的生产成果喜人，文化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

大幅提升。文化产业成为全省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重要产业之一，已经成为江西省的突围先锋产业和增长引擎。

三、如何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

1.统一以文化的发展繁荣助推江西绿色崛起的思想认识。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万众一心才能出成绩。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的指出了文化已经

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只有大家都坚定的认识到文化产业对于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只有坚决的把思

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众志成城，才能有所作为。

2.加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建设。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作为文化发展的一个最基础，最广泛也最重要的

载体，在促进文化发展繁荣上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应结合江西省的实际，将独具特色的文化

元素更多地赋予文化产业的建设中。将文化建设和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有机的结合起来，打造一批高标准、高水平、

上档次，独具江西特色的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和文化旅游项目。抓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把经济项目化，以项目促投资，以投资

促发展。努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江西省的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将文化产业发展成支柱产业，促进江西绿色崛起的关键。我们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突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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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发展活力。加快文化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规范政府文化部门的行为，对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文化部门区别对待。对于公益

性文化事业，要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正确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文化建设中来，坚持公益文化事业为人

民服务的理念；而对于具有市场性质的文化事业，则要将其推向市场，积极的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文化行政部门的体制改革，

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企业。

4.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引进的长效机制，营造“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良好氛围。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紧紧抓住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等环节，努力建设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富有

活力的文化人才队伍，是江西省的当务之急。首先要优化人才成长的环境，运用待遇，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等多种形式吸引人

才，稳住人才，营造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良好氛围。其次加强文化管理人才的培养，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

加强各级文化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文化业务和管理水平，高度重视文化经营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再次，大

力培养拔尖人才，培养一批熟悉本土特色的人才。地区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特别是在文化产业方面，本土人才

对本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更能原滋原味的表现出地区的文化特色。最后，要建立科学的文艺人才进出机制，畅通人才

引进的绿色通道。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让人才“进的来、留得住、干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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