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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兴盛，事关实现民族复兴，事关人民美好生活。创作生产更多优秀作品，是文化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体现，也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为此，省委鲜明提出要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

地，为群众提供更丰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今年是江苏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建设开局之年，如何抓好艺术

创作工作，从文化和旅游部门职能出发，应重点抓住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领航定向，引领艺术创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德，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强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

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实现从“高原”向“高

峰”迈进，谱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自觉讲

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宗旨和方

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做好新时代艺术创作工作，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用新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突出把握三条：第一，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贯穿艺术创作全过程。按照新时代文艺作品“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准，引导艺术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觉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使艺术创作更接地气、作品更有生气、演出更

有人气，更好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第二，坚持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艺术创作各

方面。按照“四个讴歌”的时代要求，深入挖掘江苏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江苏大地上

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故事，打造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精品。第三，坚持把提高质量体现到

艺术创作各环节。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要求，加强规划引导，把好方向导向，组

织打磨提升，努力推出更多具有思想深度、时代高度、生活热度的优秀作品。

第二个关键词：主线。聚焦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这条主线，广泛开展主题创作和展演展示活动。

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今年最具标志性的一件大事。用艺术形式展现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展

现中国人民的崭新风貌，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是今年艺术创作工作的重大政治任务。

抓好主题艺术创作。重点组织好重大历史题材、革命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推出一批展现新中国辉煌

成就、展示不同历史时期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精神的艺术精品，引导人们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奋进的力量。同时，围绕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建党 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

及早谋划和规划主题创作，打造一批主题艺术精品。

组织开展系列艺术活动。继续办好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紫金文化艺术节，精心组织戏剧、音乐、

舞蹈、曲艺、杂技等优秀剧（节）目展演活动，推出优秀美术作品展、老中青油画作品展等主题美术展览。



今年又恰逢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和江苏省文华奖评选，各地各文艺院团要精心组织优秀剧目参演参评，让

江苏艺术舞台更加异彩纷呈、璀璨夺目，用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向新中国 70华诞献礼。

第三个关键词：创新。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重点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

作创新。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现在艺术创作已进入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新，重点是提高艺术原创力。

创新理念。江苏艺术界素有“笔墨当随时代”的优良传统，核心就是立足传统、勇于创新，与时代同

步、用奋斗书写。在新时代，我们要构筑江苏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必须大力弘扬“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

精神，推动艺术创作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创作内容上，要更多聚焦现实题材，用艺术反映时

代变迁、社会进步和人民精神风貌。在创作表达上，要注重各类艺术的借鉴融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

面貌。

创新手段。当今时代，由于不同受众群体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的差异，需要我们不断创新艺术表达的

方法手段，让艺术作品更为广泛传播。要认真研究了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需求，广

泛运用和提炼人们喜欢的语言、风格、样式，推出更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2018年创排的《风雪

夜归人》，是中国第一部昆曲现代戏，开拓了昆曲艺术传承发展新境界。这就启示我们，对传统文化艺术

特别是地方戏曲，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时代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审美需求。

创新基层工作。艺术创作的基础在基层，活力也来自基层。要把深化基层院团改革作为创新基层工作

的重要方面来抓，重点是引导基层院团强化精品意识，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看家本领，多排好戏、多演好

戏，通过打造精品剧目带动院团可持续发展，以一台好戏救活一个剧种、激活一个院团。要组织实施《国

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办法》，推动国有文艺院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更好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

第四个关键词：融合。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则，推动艺术创作领域实现文旅融合。

艺术创作不仅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丰富旅游产品、拉长产业链条、提升旅游质量的活力要素。在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大背景下，如何推动艺术创作与旅游发展融合，实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需要我们在

实践中不断作出探索。



纵观当今国内外艺术发展、艺术创作与传播，其价值早已超出艺术本身。一部艺术精品的推出，一台

有影响力的演出，有时会产生受众的集聚效应。上世纪 80年代，一部《少林寺》电影，不仅火了中国武术，

也火了少林寺所在地的旅游业。这说明，艺术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能开拓旅游发展空间，而且能赋予旅游

文化内涵。各地要立足特色文化资源，规划建设一批小剧场，创作推出一批实景版旅游演艺，为游客提供

“白天观景、晚上看戏”全天候旅游体验，使江苏成为令人难忘的“诗与远方”。

推动艺术和旅游的融合，还应注重打造项目载体。比如，我们正在组织实施的大运河百米长卷美术精

品创作项目，就是想通过艺术家手中的画笔，把大运河全域散落分布的文化瑰宝串成“珍珠项链”，打造

“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不仅给人们带来艺术审美的感动，而且使人们产生旅游的冲动，很想循着画中的

精彩去现场体验。比如，我们打造的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成为有史以来国内所有戏曲剧种集中交流演

出、活态展现的首创之举。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支持昆山利用盛典成果筹建中国戏曲博物馆，建设昆曲小

镇、“百戏之林”，打造以戏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努力实现戏曲传承发展与旅游资源开发的互促共

进。各地也要创造性利用地方戏曲、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美术等艺术资源，打造艺术和旅游融合的平台

载体，以此带动艺术高效能传播、旅游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