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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筑牢文广旅大安全防线

安全监管无小事，即使时时防备，也

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不出事。但一旦在思

想意识上放松了，出事就会成为大概

率。因此，必须警钟长鸣、警笛常响，切

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

性。

文广旅系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

性，更应全面夯实意识形态责任制。要

推动成立省广电新媒体联盟，做好重大

主题宣传报道，促进大屏小屏互动引流，

有效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健全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管理体

系，完善安全播出事故处置全流程闭环

管理机制。统筹推进大视听内容、传输、

播出、网络、数据、设施等各类安全，构建

协同高效工作体系。精心做好重要保障

期安全保障工作。加强系统内政务信息

发布平台和新媒体管理，严防重大差错

和舆情事故。

加强文物安全部门联动，筑牢文化

遗产保护铜墙铁壁探索法人违法责任终

身追究机制，完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文物安全事项。协同省级部门开展文

物建筑消防安全、文物法人违法、打击和

防范文物违法犯罪等专项整治行动。扎

实做好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推进百

城万名文保志愿者队伍建设。迭代升级

文物安全智慧监管应用，加快提高省级

以上文保单位安全防护设施设备覆盖

率，提高文物安全数字治理水平。

完善旅游安全专委会部门协同机

制，分类制定旅游休闲运动新业态项目

管理规范。始终重视从源头上管控，坚

持抓早抓小，聚焦大型游乐设施及新业

态、消防燃气、旅游包车、大型文旅活动、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等重点领域，常态

化、地毯式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变末

端治理为前端预防，全面提升文广旅领

域本质安全。

加强大型经营性演出活动监管，探

索电竞酒店、剧本娱乐场所、脱口秀等新

业态有效监管方式。深化行业综合治

理，深入推进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

不合理低价游、侵害老年人权益、电视

“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等专项整治。规

范商业广告播出，净化网络视听空间，健

全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等体系

长效管理机制。

今年，浙江文广旅将对标“五个担当”、紧扣“五大文章”、打好“431”组合拳作为全系统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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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广旅将大力开展文明探源

实证，持续深化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

良渚文化等大文章，彰显浙江在中华文

明起源中的“启明星”地位；全面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和统筹推进文化基因激活，

特别是文化基因激活工程，今年要着力

打造一批示范性项目，全面建设浙江文

化基因库、绘制重要文化基因图谱，并

选取名人故里、传统书院、戏曲词牌等8
大赛道先行突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

最适合当下的文旅业态。浙江文化广

电旅游是万亿元量级的支柱产业，是满

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和旅游休闲需求

的幸福产业，其实也是极佳的商业赛

道，完全应该也能够通过大家的努力，

更好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紧扣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文

化+百业”“百业+旅游”文章，探索各类

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全力培育一批

有内涵、叫得响、可持续的文旅爆款，持

续打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智慧旅游

沉浸式体验新空间，省市县乡村联动集

成网红打卡矩阵。以文脉、山脉、水脉、

古道、交通干线为经络，持续打造四条

诗路文化带、之江文化产业带、蓝色海

洋文化旅游带、良渚文化大走廊。结合

实施串珠成链“十大百亿”工程，做精千

里滨海 1 号生态文旅廊道、杭州“三江

两岸”水上黄金游线等廊带型项目。

坚持内容侧和传播侧双向发力，

做精 12 条“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主题

漫游长廊，深谋跟着考古、非遗、演出、

微短剧等“去旅行”系列文旅体验品

牌，持续打造“百县千碗”“浙韵千宿”

“浙派好礼”等文旅消费微品牌，大力

拓展“白+黑”消费场景，推出更多彰显

“文化味+烟火气”、具有鲜明浙江辨识

度的文旅产品。

立牌子难，倒牌子只需一个新闻事

件、一则社交平台的曝光。因此，要不

断提升浙江文旅服务品质，持续培育大

批品质饭店和高星级旅行社，完善服务

质量评估体系，优化游客投诉受理机

制，进一步营造最优文旅消费环境，让

游客在细微处感受到温馨，在浙江玩得

安心、放心、开心。

此外，要聚力文艺创优，进一步繁

荣艺术创作生产。谋深抓实“浙里大

戏”攀峰计划，持续打响“浙产好剧”品

牌，努力形成“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

蓬勃气象。

深入推进越剧、婺剧等浙江传统戏

曲繁荣发展，坚持剧目新创与经典复排

两手抓。随着《新龙门客栈》等作品的

出圈，小百花越剧院特别是“君霄组合”

呈爆红之势。但如何才能接住这“泼天

的富贵”？关键在不懈守正创新。要推

进越剧新大众化，所谓“新大众化”，实

质是让更多年轻人喜欢越剧、投身越

剧。这就需要越剧求“变”，有 21 世纪

新越剧的追求，尤其应更加注重节奏

感，更好兼顾传统演绎与现代审美。但

这里的“新”与“变”都应坚持对传统的

尊重、对艺术的敬畏，始终在“守正”中

把握“师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的精

神。今年要开展“2024 越剧文化年”系

列活动，推动越剧艺术与旅游、科技等

元素融合，并探索相关驻场演出“安全

带”机制。注重“天下第一团”保护传

承，推动传统戏曲持续焕发光彩。

公共文化是全民精神富有的重要

基石。要围绕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

行动，不断转变观念、完善措施，争创

精神共富省域样板。积极培育高素质

城市文旅公共空间运营商，支持专业

化机构或团队运营公共文化设施。推

动旅游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快创

建 国 家 旅 游 服 务 示 范 城 市、示 范 项

目。实施“智慧广电+”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县级标

准化，开展全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试点

和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县级标准化

试点。

任何工作都离不开杠杆，文广旅系

统由于掌握的主要是“软资源”，就更需

要找准支点、选好杠杆。

全省文广旅系统要确保年度完成

投资3300亿元，力求突破4000亿元

以 68 个“千项万亿”项目为重点，

建立“双百计划”难题协调机制和增量

储备机制，狠抓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和

示范性的文旅地标性项目，尤其要紧盯

总投资 50 亿元以上的 15 个大项目，尽

早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加快新时代

文化艺术创研基地等厅属单位建设。

在全省迭代推出 1500 个“微改造、

精提升”示范点，通过以点带面促进存

量升级、持续优化，以绣花功夫做精文

旅产品。

全面实施智慧文旅工程，深化数字

文化企业梯队培育。持续迭代“浙里文

化圈”“游浙里”“浙里文物”“数智视听”

等重点应用，拓展“文旅码”功能和覆盖

面。完善文化广电旅游领域科技创新

体系，实施国家级和省级实验室梯度培

育计划。并聚焦广电 5G、超高清视频

等重点领域，参与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

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场

景。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出新出彩，积极

融入“丝绸之路视听工程”“中非中阿视

听合作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推动浙

产视听精品“走出去”。

实施入境旅游复苏计划，优化相

关移动支付环境，协同打通外籍人员

来华观光、学习、商务等共性堵点，进

一步提高境外游客来浙旅游的便利性

和吸引力。

大力实施新时代文化和旅游人才

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对文广旅系统来说，“德艺双馨”既

可之于艺术工作者的狭义理解，也可将

“艺”拓展为技艺、能力的概念，因而成

为人人适用的目标追求。毫无疑问，系

统人才队伍最短缺的是高层次人才。

要实施签约艺术家计划，积极选引名家

名师，大力培育领军人才，并落实高层

次人才分类认定标准目录，完善文旅从

业人才认定体系。继续抓好舞台艺术

“1111”人才培养计划，扎实推进“新松

人才”项目，努力筑好文广旅人才“金字

塔”。

聚焦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产业

链核心环节，在旅游景区、旅游演艺、夜

间文旅、高端酒店、特色街区等重点领

域，引进或培养一批视野广、懂市场、会

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产业人才。结合

实施乡村文旅运营“五百计划”，培育一

批爱乡村、有文化、懂经营、善管理的乡

村文旅人才队伍。统筹科技创新、创意

策划、交流传播等人才队伍建设。

争创国内一流行业院校。行业院

校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尤其省厅系

统的 3 所院校在全国同行中都有响当

当的位置，应当促使更快更好发展。要

积极指导浙江音乐学院争创博士学位

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推动旅职院、艺职

院加强国家“双高”专业群建设，支持全

省高校文化广电旅游类学科与专业建

设。继续推进“文教结合、校团合作”，

完善“订单式”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激发项目撬动、革新驱动、人才带动强力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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