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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强调“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

大时代的优秀作品”。那么，创作什么样的精品？怎么创作精品？构筑什么样的高地？怎样构筑高地？这

是江苏文艺界的必答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文艺界紧紧围绕文化强省“三强三高”目标任务，号召和组织全省广大文艺工

作者坚持以新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培育营造文艺精品

层出不穷、文艺人才青蓝相继、品牌影响声名远播、文化标识特色鲜明的文艺“生态系统”，加快构筑文

艺精品创作高地，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贡献文艺力量。

制定行动计划，回应时代命题

当前江苏正处于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江苏实践”的交汇期，伟

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是“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2019 年 8

月，省委宣传部牵头制定印发《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提出 7大行动计划、23项重点举措，明确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路径

举措，回答时代命题。

什么是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有哪些内涵？“高地”之“高”如何体现？

“高地”之“高”，要高在有竞争力的文艺人才队伍，高在有统筹力的文艺工作机制，高在有影响力

的文艺精品力作，高在有凝聚力的文艺发展生态。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追求的不仅仅是累累硕果，更

关键的是要培植出一片森林，更基础的是要培育出一方生态，为江苏文艺大繁荣大发展打造一个出精品、

出人才、出影响的文艺生态体系。这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价值引领更加有力，能够提升江苏文艺

的精神高度、价值标准、内涵品质；二是创作生产更加繁荣，讲述江苏故事、体现江苏形象、彰显江苏特

色；三是人才队伍更加壮大，推出名家大师，培育文化英才，储备青年人才，提升“文艺苏军”的整体实

力；四是特色品牌更有影响，提升江苏文艺创作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打造高显示度的江苏文化标识。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亲民为民化民铸就不朽史诗。《行动计划》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既

是对近年来江苏文艺精品生产经验的提炼归纳，也是当下文艺生产的行动指南，更是对未来进行高屋建瓴

式的谋篇布局。《行动计划》发布后，成为我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操作指南”，被多数设区市纳入考

核评价体系。例如南京市、苏州市分别设立 3000 万元、5000 万元艺术创作基金；常州市设立优秀精神产

品创作扶持专项资金，市本级财政每年投入 2000万元，带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投入超过 1亿元；徐州市将

梆子戏《母亲》和音乐剧《淮海儿女》等重点剧目创作列入市委常委会审议议题，当地文艺创作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通过部门协作、省市联动，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建设得到有效推进。

注重规划谋划，打造精品力作



检验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构筑成效的标志在于能否推出精品力作，这也是江苏文艺工作始终紧抓不放的

中心环节、久久为功的优势所在。

近年来，话剧《雨花台》和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歌曲《蓝天下》、图书《因为爸爸》等入

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淮剧《小镇》、苏剧《国鼎魂》先后荣获国家“文华大奖”。继《推拿》之后，

长篇小说《黄雀记》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诗集《沙漏》等获得鲁迅文学奖。

连续推出五部大型原创歌剧，成为业界瞩目的“江苏歌剧现象”，《运之河》《鉴真东渡》《拉贝日记》

陆续赴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地巡演，走出了一条用歌剧这一“国际表达”讲好江苏故事、中国故事的成功

之路。2019年 7月 3日，《拉贝日记》走进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将约翰·拉贝的故事带回他的家乡，这

也是这座欧洲古老歌剧院建立 277 年来第一次上演中国原创歌剧。与此同时，电视剧《于无声处》《雪域

雄鹰》《父亲的身份》《最后一张签证》《春天里》等接连登上央视黄金档，为“江苏出品”赢得了荣誉。

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就是要推动江苏文艺创作在“高原”之上出“高峰”，那么江苏应该创造什么

样的文艺精品呢？我们提炼出三个标准：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江苏特质。即文艺精品题材立足江苏，但

是要呼应时代之问，体现中国精神，这样才能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为此我们紧扣重大题材狠抓重点

项目，建立文艺创作生产联动协作机制，通过策划论证、专业指导、打磨提升等方式，对项目进行全过程

跟踪、动态化管理。建立江苏文艺创作题材库，定期开展文艺精品剧本征集评选，建立剧本改编资源库，

推动优秀小说、报告文学、网络文学向舞台艺术、影视剧剧本转化。做好扶持激励，用好用活省级宣传文

化专项资金、江苏艺术基金、江苏大剧院艺术基金等，服务文艺创作生产。

通过深入挖掘江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紧扣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建党 10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规划推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在弘扬江苏优秀传统文化方

面，近两年涌现出讲述苏州潘氏护鼎、捐鼎，描绘华夏子孙重礼崇文的苏剧《国鼎魂》；诠释“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深刻内涵的昆剧《顾炎武》；讲述青年梅兰芳民族气节、爱国精神的昆剧《梅兰芳·当年梅郎》、

京剧《梅兰芳·蓄须记》等。在宣传革命文化方面，近两年涌现出讴歌董存瑞在革命熔炉中迅速成长、舍

身炸碉堡英雄事迹的锡剧《董存瑞》，弘扬淮海战役精神的梆子戏《母亲》，讲述渡江战役期间苏北革命

老区青年不怕牺牲、报效祖国的淮剧《送你过江》，表现南京解放前隐秘战线斗争的京剧《谍战南京》。

在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近两年涌现出赞颂王继才、王仕花三十年如一日为国守岛感人事迹的话剧

《守岛英雄》、锡剧《云水谣》、广播剧《两个人的海岛》、报告文学《海魂》等，以时代楷模南京站“158”

雷锋服务站为原型的京剧《幸福 158》，通过孩子视角展示公安英烈事迹的小说《因为爸爸》，以江苏建

筑业者为原型的电视剧《春天里》，描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入选全国美展的版画作品《天眼》……江

苏文艺精品创作正在谱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文艺新篇章。

优化人才支撑，赋能文艺苏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2018年，省委

省政府部署实施《江苏文化人才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印发《实施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工作

方案》，通过顶层设计、高位指导，努力建成一支以紫金文化名家为引领、紫金文化英才为中坚、紫金文

化优青为支撑的高质量、专业化的江苏人才队伍。

提升人才支撑力是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的核心举措。经过广泛访谈、调研，针对江苏人才现实状况

和问题不足，我们提出“领军人才强、艺术门类全、梯队层次完备”三个努力目标，不断优化文艺人才队

伍结构，赋能“文艺苏军”发展。



启动实施文艺“名师带徒”计划。这是江苏文艺人才的一次集结再出发，从文学、戏剧曲艺、美术书

法、音乐舞蹈、民间工艺美术等五大门类选定 100 位名师，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培养扶持 100 名文艺英

才，力争通过 3到 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推出 10名左右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名家。

“名师带徒”计划是对文艺英才全方位的培养扶持，其中包括名师对学徒进行单独指导，邀请国内外

著名文艺家进行集体授课，组织学徒每年进行集体采风，对重大成果进行奖励，为优秀学徒作品举行研讨

会、推介会，举办个人展示、展演等，师徒们要提交培养计划和创作规划，参加展览、展演并接受专家评

估。为此，省里专门设立“名师带徒”计划专项经费（每年 1000 万元），3 年（一个周期）总投入 3000

万元，力度之大全国罕见。

落实推进紫金文化人才行动计划。我省宣传文化领域最高奖“紫金文化奖章”至今已推出三批共 38名

江苏文艺名家。《行动计划》专门推出名家影响力提升行动，为“紫金文化奖章”获得者举办“名家名作

晋京展”“名家名作专题研讨”“名师高徒作品联展”等。两年来，石小梅、顾芗、孙晓云、王芳、朱昌

耀、高云等 6 位江苏文艺名家先后晋京举办专场演出和个人专场，进一步提升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实施文艺英才培育、优青储备行动，首批遴选认定 50名紫金文艺英才和 150名紫金文艺优青，建立江苏青

年文艺人才库，通过开展集中培训、集体采风、作品研讨、展演展览等活动，壮大江苏文艺骨干队伍。

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五周年之际，组织全省 60名青年文艺工作者举办座谈会，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交流学习体会，畅谈艺术实践，发布“青春之歌”新华融媒

体青年文艺工作者传播计划等，为青年文艺家成长成才创造机会。江苏 80 后昆曲演员单雯荣登第 29 届梅

花奖榜首，多名 80后青年艺术家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戏曲牡丹奖以及入围全国美展。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领军人才、文化英才、优秀青年艺术家共同组成的“金字塔”型江苏文艺人才队伍结构越加坚实。

德艺双馨、风清气正是江苏文艺家群体的鲜明特征。在江苏，越来越多的文艺名家争当文艺志愿者，

他们下乡村、进社区，把精湛的艺术带给普通百姓和文艺爱好者。2019年 9月，江苏文艺界启动“明德行

动”，推举张继青、陈德林等 5 名德高望重、艺术成就突出、甘为人梯的老艺术家为“明德模范”，号召

广大文艺工作者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搭建宣介平台，彰显品牌影响

在万物互联、屏显天下的时代更要加强宣传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江苏文艺精品，让更多的江

苏文艺家走出江苏、走向全国和世界。

积极搭建文艺活动平台，努力构建一系列引导性强、显示度高、影响力大的“紫金”文艺活动平台。

从 2018 年起，我们将江苏文化艺术节和江苏艺术展演月合并升级为紫金文化艺术节。作为江苏规模最大、

综合性最强的文艺盛会，紫金文化艺术节绝不是各类节目“大拼盘”，而是展演优秀剧目、展示优秀艺术

人才、提高精品创作能力的平台。艺术节要求参展参演作品是近年创排的精品力作，其中要有不少于 50%

的新创作品，以及相当比例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这种鲜明的艺术创作导向有力地带动了现实主义题材和

江苏主题的主旋律创作。与此同时，紫金合唱节、紫金京昆群英会、扬子江作家周、扬子江网络文学周、

南京森林音乐会、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傅抱石中国画作品双年展、林散之书法作品双年展等一系列文艺活

动平台，已经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国家级水平、江苏魅力的“特色名片”，成为展示江苏文艺繁荣的一扇

扇窗口。

积极搭建专业评论平台，让文艺评论真正成为引导文艺创作、促进精品生产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



2018年创办的新华日报《文艺周刊》，其“视点”“繁花”“艺评”“新潮”四大板块聚焦江苏文艺创作

生产和传播交流。2019年正式创刊的《扬子江文学评论》秉持开放、多元、前沿的理念，努力为江苏当代

文学繁荣发展作贡献。重点扶持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文化艺术研究院、江苏文艺网建设，重点依托专

业协会、高等院校，培育优秀文艺评论人，努力让文艺评论发挥总结创作得失、理清创作思路、校正创作

方向的作用。

积极搭建宣传推广平台，努力提高文艺精品传播影响力。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传开来”，整合

“报、台、网、微、端 、屏”媒介资源，建立文艺精品传播媒体矩阵，线上线下相结合，拓展优秀文艺作

品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二是“走出去”，组织重点文艺作品开展全国性巡演、晋京展览和国外巡演等，推

动江苏文艺作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推动江苏优秀文学名作的海外翻译推广，支持江苏影视作品海外推

广与传播；三是“走下去”，通过政府购买和竞标等多种形式，拓宽文艺精品惠民渠道，组织文艺院团、

优秀文艺家走进基层一线“送文化”“种文化”，并在各项重大文艺演出中开展“观前说、演后评”等群

众参与活动和文艺专家“导赏”活动，提高群众艺术鉴赏能力，为文艺繁荣发展培育更深厚的群众土壤、

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