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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40年来，江苏文艺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与时俱

进、开拓进取，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为时代放歌，为发展记实，为人民塑像，全省文艺事业焕发出蓬勃的生

机和活力，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为建设“三强三高”文化强省，推进“强富美高”新

江苏建设贡献强大的文艺力量。

江苏文艺勇立时代潮头。改革开放 40年来，江苏始终领风气之先，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创新型经济方兴未艾。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始终涌动着文艺工

作者辛勤创作的身影，总能聆听到文艺工作者奋力前行的足音。广大艺术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文艺之笔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社会变革和

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小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报告文学《昆山之路》，电影《被爱情遗忘

的角落》《秋天里的春天》等一部部文艺作品，有力奏响了时代旋律，汇聚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展现

了文艺的巨大价值和魅力。

文学艺术百花竞放。1978 年 12 月，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经省委批准，正

式恢复设置。目前全省文联系统共有团体会员 42个，其中省级文艺家协会 11个，设区市文联 13个，产业

（行业）文联 18 个，88 个县（市、区）和部分乡镇建立了文联组织，形成了体系健全、全面覆盖的“文

艺之家”。40 年来，全省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广大艺术家创作热情空前活跃，文学、戏剧、电影、电视、

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艺术等各个艺术门类，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累计摘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16项，中国电影华表奖 10项，中国电影金鸡奖

10项，中国电视金鹰奖 16项，中国戏剧梅花奖 44项，中国音乐金钟奖 33项，中国舞蹈荷花奖 16项，中

国曲艺牡丹奖 49项，中国书法兰亭奖 45项，中国摄影金像奖 11项，中国杂技金菊奖 8项，获奖数量位居

全国前列。

文艺创作硕果累累。40年改革开放实践为文艺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全省广大艺术家深入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第一线，深入企业、社区、乡村、校园最前沿，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获取灵

感、汲取养分、精选题材、凝练主题，推动文艺创作精彩纷呈、争奇斗艳。上世纪 80年代，淮剧《金色的

教鞭》《奇婚记》，舞蹈《担鲜藕》，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太湖美》《啊，莫愁莫

愁》《小草》等引领时代风气，响遍大江南北。90年代，戏剧《骆驼祥子》《一二三起步走》，歌曲《长

江组歌》等光彩夺目，动人心弦。进入新世纪，小说《推拿》《黄雀记》《人民的名义》，戏剧《春春跑

道》《顾家姆妈》《小镇》，电影《一号目标》等生动地展现了江苏现代化进程中的辉煌成就，讴歌人民

群众锐意进取、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艺队伍日益壮大。40年来，全省文艺人才数量由少到多，人才影响力由小到大，人才结构由失衡趋

向均衡。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由成立初期的数百人发展到 34000 多人，国家级文艺家协会会员由初期的数

十人发展到 7200余人，为江苏文艺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老一辈文艺家耕耘不辍，中青年艺术家勇挑

大梁，文艺新秀崭露头角，形成了老中青齐头并进、和谐发展的文艺人才梯队。“紫金文化奖章”获得者

共有 38位，为江苏文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毕飞宇、顾芗、孙晓云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改革开放先进个人。



文艺发展活力迸发。历经多年的精心打造，我省构建了“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曲艺“牡丹奖”

系列颁奖活动、中国江苏二胡之乡民族音乐盛典等全国性文艺品牌和“紫金文化艺术节”“紫金合唱节”

等省级重要文艺品牌，为促进文艺创作生产搭建了高平台。设立“紫金文化奖章”最高奖项，并优化“江

苏省文艺大奖”，覆盖戏剧、影视、美术等 12个艺术门类，健全了艺术家勇攀文艺高峰的激励机制。如今

的江苏，党委政府对文艺事业发展前所未有地重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充满了更高的期待，广大文

艺家创作精品力作的热情日益高涨。

文艺影响声名远播。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江苏文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寂寂无闻到大放异彩。一

方面，积极“引进来”，学习借鉴西方文艺的精华，开阔了视野，收获了自信；另一方面，加快“走出去”，

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江苏影视、戏剧、美术、舞蹈、杂技、民间文艺等走出国门，江苏杂技在国

际马戏节上频频获奖，电影《白日焰火》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歌剧《鉴真东渡》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有力提升了江苏文艺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华秋实。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江苏文艺界将以改革开放 40周年为新的

起点，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担负起推动江苏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续

写江苏文艺事业发展新辉煌。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繁荣文艺事业的重要前提。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把广大文艺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齐心协力为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贡献文

艺的力量。

积极投身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我们已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工作大有作为。全省文艺

战线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以自己熟悉和擅长的文艺形式，

真实记录江苏人民追梦、逐梦、圆梦的光辉历程，生动反映江苏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讲好江苏故事，

弘扬江苏精神，激励全省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美好明天。

推出更多反映江苏风貌的文艺精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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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

向，突出现实题材、重大题材的创作生产，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现实生活，见证社会发展，努力推出一批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为构筑文艺

精品创作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着力打造实力雄厚的文艺苏军。全面落实文化人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完

善工作机制，健全激励措施，大力提升紫金文化名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助推紫金文化英才脱颖而出、担

当重任，促进紫金文化优秀青年奋发向上、成长成才。大力实施“名师带徒”计划，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

式，传承艺术精神、传授艺术技艺、传播艺术影响，实现文艺人才青蓝相继、薪火相传。广大艺术家要坚

持德艺双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争当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

的文艺工作者。

着力推动文艺工作改革创新。解放思想是贯穿江苏改革开放 40年“活的灵魂”。回首过去，江苏文艺

取得巨大成就，靠的就是不断创新；展望未来，再创新的辉煌，仍然要靠改革创新。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

聚焦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实践，直面文艺工作面临的新问题，适应风云变幻的新形势，推动文艺工作务实创



新，为广大艺术家创作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利条件。确立更高的目标追求，振奋引领时代的豪情，点燃

接续奋斗的激情，齐心协力把江苏文艺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