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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扶持与奖励并举，单项扶持最高可达200万元

新版《中山市文艺精品扶持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单项扶持最高可达200万元
8月18日，全新修订的《中山

市文艺精品扶持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2023年修订版）（以下简称《办

法》）正式实施，与其配套的《关于

申报2023年度中山市文艺精品扶

持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通知》（以

下简称《申报通知》）也于22日正式

下发。即日起，在我市从事文艺创

作生产的单位和个人皆可按照《办

法》及《申报通知》要求，申报相关

文艺精品扶持与奖励资金。申报截

止时间为9月10日。

《办法》中专项经费分为扶持类和奖
励类两种。其中，扶持类资金主要扶持讴
歌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山本土文
化，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具有良好社会效
益和市场发展前景，以及具备冲击省级、

国家级大奖潜力的原创文艺作品。扶持
范围包括文学和文艺评论项目、舞台艺
术项目、影视广播项目、音乐项目、美术
书法摄影项目六种，单项最高扶持可达
200万元。

奖励类资金对象包括文学、电影、电
视剧、动画片、纪录片、戏剧、音乐、广播

剧、美术、书法、摄影、舞蹈、曲艺、民间文
艺、文艺评论等各门类文艺作品。根据作
品质量和获奖情况分为A、B、C、D四个等
次进行配套奖励，单项最高奖励可达 120
万元，其中，在中宣部批准的全国常设性
文艺评奖中获奖的作品，根据获奖难易程
度，分为A等和B等奖励；在省委宣传部

批准的全省常设性文艺评奖中获奖的作
品，根据获奖难易程度，分为C等和D等
奖励。

专项经费的申报与审批，分申报、初
审和项目遴选、评审、公示、研究审定、公
布等流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办法》的修订，是我市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按照广东省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总
体部署，浓墨重彩书写好“文化兴城”大文
章，凝聚“再造一个新中山”精神力量的具
体举措。

一是注重强化精品创作的组织化程

度。新《办法》就文艺创作单位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联动意识，改进工
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增进交流借鉴等
明确了相关要求，以推动文艺资源整合，
促进形成文艺创作特别是大型文艺作品
创作齐抓共管的新局面。并引导大力开展
现实题材主题创作，抓好年度重点创作项
目；加强导向管理，坚守阵地，确保文艺创
作领域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注重强化精品扶持的科学性和精
准性。新《办法》针对文学和文艺评论、舞台

艺术等五类项目的扶持范围和标准进行了
分类归总和细化量化；整体结构调整后流程
简化、指引更清晰，经费操作流程的内容相应
压缩，精品创作业务内容大幅增加，对一线文
艺工作者起到更好的指引和激励作用。

三是注重强化对新文艺业态的引领
和扶持。《办法》专门增设青年创作文学类
以及单独阐述配套扶持的条目，增加对网
络文艺作品的扶持、奖励，如网络大电影、
网络电视剧、网络文艺类奖项等，将有效
团结、吸引新文艺群体。

四是注重强化与特聘人才政策的衔
接。新《办法》考虑到全市特聘人才政策已
经涵盖了对文艺人才的扶持，相应删除了
原《办法》关于文艺名家工作室和文艺创
作基地的内容。同时，放宽了对申报个人
条件年龄和在中山居住年限的限制，以广
泛吸引人才。

新《办法》的出台，体现了中山市委、
市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必将进一
步鼓舞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更好
地赋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亮点剖析：注重“四个强化”，推动我市文艺精品创作再掀新热潮

▲

《办法》激励创作更多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图为2021年5月17日
晚，纪念革命先烈杨殷诞辰130周年的大
型音乐剧《殷红木棉》在中山市文化艺术
中心大剧场首演（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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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精品创作硕果累累
3 年来，在扶持资金的带动激励下，

我市文艺精品创作成果丰硕，平均每年获
省级以上奖项各门类作品超过 110件，其
中还有不少获国家、省级扶持或奖励。如
李志勇（马拉）的长篇小说《托体》列入中
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选题规划

（广东三部入选之一）；谭功才的乡土散文
集《鲍坪志》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
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为广东唯一入
选；广东香山粤剧团的粤剧《牡丹亭·游园
惊梦》和《拜月记·抢散》获文化和旅游部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曲专
项扶持；孙中山题材舞台剧被纳入省重点

文艺创作项目并获扶持；本土设计师洪卫
书籍设计《观照——栖居的哲学》获第五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歌曲《澳门是家》获
得广东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由我市相关单位和个人创作的
电影《一生只为一事来》和歌曲《听见中
国》还分别获江西省、湖南省“五个一工
程”奖。

■文艺人才培养扎实推进
3年来，我市对朱东黎舞蹈艺术工作

室、邓志驹粤剧艺术工作室、王国辰摄影
工作室、洪卫美术设计工作室 4个文艺名
家工作室和中山“小康样本”文学创作实
践基地、中山市火炬歌舞团表演创作基地
等10个文艺创作基地进行扶持。

其中，朱东黎舞蹈艺术工作室开展的

“我舞我美中国舞”被省精神文明委评为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邓志驹粤剧艺术工
作室创作了《白门柳之董小宛》《江城春
暖》等粤剧作品；王国辰摄影工作室开展
的“成长的美好”文旅志愿者昭通行活动
被列为国家文旅部 2020年“春雨工程”示
范性项目；洪卫美术设计工作室作品获得
2022年德国红点奖、深圳环球设计大奖银
奖等奖项，并 3次获“中国最美的书”称号
等；中山“小康样本”文学创作实践基地由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指导，广东省作
协与中山市文联等共同设立，每年邀请省
内外作者开展“小康样本”主题文学采风
创作；中山市（东升）水彩画创作基地作品
入选国家级专业性展览 4次、省级专业性
展览16次；中山市火炬歌舞团表演创作基
地承担市内外文艺演出上百场次等。

文艺精品佳作频出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2020至2022年，中山投入超3400万元，对我市重点文艺项目、优秀文艺作品等进行扶持补贴

记者8月23日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管理机制，激发文艺创造活力，推动出精品、出人才，我市近年来不断加大

对文艺精品和文艺人才的扶持力度。2020年至 2022年共计投入资金超

3400万元，扶持补贴30余个重点文艺项目、200余件优秀文艺作品和4个
文艺名家工作室、10个文艺创作基地，有力促进了我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本报记者 江慎诺 通讯员 钟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