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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27 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

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上，就下一阶段全面推进文化各领域各方

面的改革发展做了重要指示：

一是进一步深化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

革。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过去是、现在

仍然是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的重中之

重。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关于支持

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

见》，继续推动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特别

是转企改制工作规范到位，加大对转企院

团的扶持政策的落实力度，解决改革后出

现的新问题，确保改革“不可逆”。文化部

改革办要举办贯彻《意见》精神的学习培训

班，启动对全国转制院团主要经营管理人

才分批次培训。建立问责和督查机制，组

织开展督查工作。推动建立演艺企业测评

体系，推进演艺市场主体评价。确定部分

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的大型转制院团作为

国有演艺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试点单

位，并加强指导，重点培育，打造一批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骨干演艺企业。

二是深化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突出

文化企业特点，推动已转制的文化企业加

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推动骨干文化企业做大做强，增强其

面向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继续稳步推

进文化系统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

制。结合文化系统实际，探索建立管人管

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

理的具体实现方式。

三是积极培育文化市场、深化综合执

法改革。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方针，大

力培育和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规范文

化市场秩序，加强和改进对网吧、娱乐、演

出、艺术品等市场监管。制定艺术品市场

经营规范。加强文化市场诚信建设。完善

服务，促进流通，发展要素市场，扩展文化

消费渠道。不断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政

策法规，尽快制定《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管理条例》。积极争取编制、财政等部门支

持，推动解决执法人员参公管理、执法机构

名称统一和执法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等问

题。理顺综合执法管理体制，研究推动整

合中央、省两级文化市场执法权，变“多头

管理”为“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发挥基层

组织的作用，赋予乡镇街道文化站协助管

理文化市场的职责，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四是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按

照中央的总体要求，突出文化行业特点，与

文化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相衔接，科学分类，优化直属单位结构布

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积极探

索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有效形式。深入

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采取先

行试点的办法，推动文化馆、博物馆、图书

馆完善决策和监督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提

升使用效率。推动“留事”院团实行企业化

管理。

五是加快转变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放宽限

制，做好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

务的干预。提高宏观管理能力，创新机制，

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

服务职能，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

分开。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培育和发展行

业协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力量，加强行业自

律。加强制度建设和依法行政，制定行业

标准和规范。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联动

管理。

六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把文化

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使用结合起来，完善设

施，丰富内容，改进服务，重点是建立健全

长效的保障机制，特别是人员编制和运行

经费。深入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

设计划等项目，推动数字文化服务进村入

户。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方式，推动实现

区域内图书资源通借通还。继续推动文化

资源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农

村贫困地区倾斜，扎实解决好保障农民工

等特殊群体文化需求的任务，大力开展文

化志愿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推动《文物

保护法》修订工作，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配套法规。稳步推进重大文物保

护工程实施，做好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考

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引导和规范大遗址保

护，实施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继续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

和整体性保护的方式方法。推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分类建设保护传

承设施。

七 是 推 动 文 化 产 业 健 康 快 速 发 展 。

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传统文化产

业升级改造，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实施国

家动漫品牌建设和保护计划，培育优秀民

族原创动漫创意品牌。逐步完善文化产

业政策体系，推动落实财税、金融、土地等

一系列支持政策，支持更多社会资本进入

政策许可的文化领域。规范文化产业园

区建设。加大对文化创业、创意人才和成

长型企业扶持力度。建设一批集企业孵

化、公共技术支撑、投融资服务、信息发布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文 化 产 业 公 共 服 务 平

台。筹备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提高专

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做好第五届中

国东北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重点活动

有关工作。

八 是 加 强 对 文 化 产 品 创 作 生 产 的 引

导。设立国家艺术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

通过社会化运作，转变财政投入方式，推动

艺术创作生产、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工

作。加强文艺评论，改进各类评奖评比活

动，发挥好引导示范作用。创新形式、厉行

节约，办好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为加大文化

艺术创作生产引导力度，改革重大文化艺

术活动举办方式发挥带动作用。

九 是 发 展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和 贸 易 。 坚

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

与 相 结 合 ，创 新 对 外 文 化 交 流 和 贸 易 方

式。培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强的核心

文化品牌。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规模，探索

形成中国演艺和艺术展览走出去交流交

易新机制，加快建立推动中国演艺和艺术

展览走出去的企业联盟、保税物流仓库、

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更好的走出去公共服

务平台。

（本文转载自文化部官方网站）

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

全面推进文化领域各方面的改革发展
“千里之行”央美毕业生优秀作品展

2013 年 7 月 5 日上午 9 点半，“造化心

源”——深圳博物馆馆藏书画精品展在首

都博物馆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深圳

博物馆副馆长蔡惠尧，首都博物馆副馆长

杨文英，首都博物馆研究与展示中心书画

鉴赏专家叶渡，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部主

任黄阳兴，同时黄阳兴也是本次展览的策

展人。

此次展览既是两馆的首度合作，也是

深入馆际展览、学术交流的有益尝试。两

馆人员为此次展览筹备付出了很多辛苦，

从展品挑选、展览运输到展品点交、布展都

离不开两馆的通力合作。

展览共展出深圳博物馆书画藏品 61 件

套，时代纵贯明代至民国，包括手卷、立轴、

横幅、扇页等各类书画形式作品，名家汇

聚，精彩纷呈。其中如明代祝允明草书《晚

晴赋》、《荔枝赋》合卷，董其昌临写的《争座

位帖》、《送刘太冲序》手卷；此外，深圳博物

馆精选一批岭南书画家作品，令人耳目一

新，如画坛怪才苏长春的《浮山逸趣图》，招

子庸的《芦蟹图》。其他如光鹫、今释、谢兰

生、苏六朋、居廉等人的画作，反映了清中

期以后广东地区文人书画的独特面貌；另

外，张大千、姚华、商衍鎏、罗振玉等民国书

画大家、学者的精彩作品也在展览中悉数

呈现。 （王 宁）

造 化 心 源
——深圳博物馆馆藏书画精品展亮相首博

“刘知白中国画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

“千里之行——中央美术学院 2013 届毕

业生优秀作品展”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在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序幕。本次展览由中

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承

办，是中央美术学院“千里之行”展览项目的

第五回。

本次参展的作品经过严格的学术把关

与评议，精心甄选出包括中国画学院、造型

学院、设计学院、建筑学院以及城市设计学

院各专业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优秀获奖作

品。参展的同学既是央美的毕业生，也是冉

冉升起的艺术界新星，他们的作品更是中央

美术学院传承创新的育人宗旨与因材施教

的教育方法所综合作用的成果。

“千里之行”项目已经成为中央美术学院

的年度重要展览盛事、也是中央美院美术馆

的品牌展览之一。“千里之行”项目不仅在国

内得到了良好的推广，2012 年初，在英国伦敦

Art@Golden Square 艺术空间举办了“千里之

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优秀作品收藏

展”，今明两年将在国外继续推广此项目，包

括美国、西亚等展览正在策划和筹备中。

从 今 年 开 始，中 央 美 术 学 院 还 将 启 动

“千里之行”追踪项目，这是一个教学与项目

管理一体化的品牌建设项目，第一期实施时

间为十年。

2013 年“千里之行”展览展出作品 155 件

（组），这将是一个备受关注、充满活力的展

览。展览将展至2013年8月25日。（王 宁）

2013 年 7 月 2 日下午 3 点，由中华世纪坛

世界艺术馆、秦风老照片馆、旅顺博物馆、人

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台湾《旺报》

等机构共同主办的“日俄战争与中国的命运

——1904-1905 法兰西画刊绘图精选展”在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开幕。

展览精选了 100 幅法国画刊的绘图。这

些生动传神的历史图片，从更丰富的层面、更

宽广的视野反映了日俄战争的背景及历程，以

及战争对日本、俄罗斯、中国和韩国的影响，尤

其是对中国命运的深刻影响。

策展人及展品提供者秦风先生、学术顾

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

先生、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总编

辑王翔宇先生、台湾《旺报》社长黄清龙先

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女

士、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执行主任冯光

生先生、作家李佳达先生等嘉宾，及各界人

士、媒体记者出席了展览开幕仪式。

同日，本展览同主题画册《日俄战争与

中国的命运——1904-1905 法兰西画刊图文

精选》于中华世纪坛出版首发。

开幕式最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

编辑刘瑞琳女士向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

心执行主任冯光生先生赠送主题画册《日俄

战争与中国的命运——1904-1905 法兰西画

刊图文精选》。

展览至 7 月 31 日结束，随后将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在旅顺博物馆巡展。 （王海蛟）

日俄战争与中国命运
——法兰西画刊绘图展

《中国贸易报艺术周刊》在搜狐新闻

客户端上线了。掌握最新艺术动态，关

注艺界名家访谈，了解当代艺术投资，参

与 中 国 未 来 大 家，查 阅 独 家 佛 教 专 刊。

尽在《中国贸易报艺术周刊》。

搜狐新闻客户端订阅步骤：

1.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2.进入搜狐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

“ 中 国 贸 易 报 艺 术 周 刊 ”。 或 找 到“ 报

纸”，在其中找到“中国贸易报艺术周刊。

3.选择+号订阅，进入“中国贸易报艺

术周刊

《中国贸易报艺术周刊》在搜狐新闻客户端上线

2013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由中国国家

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承办的“刘

知白中国画展”开幕式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隆重举行。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曲淑

慧，武警原副参谋长、少将孙凤山，中国国家

画院名誉院长龙瑞，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

长卢禹舜，北京市妇联主席赵津芳，副院长

赵卫、曾来德，创研部主任纪连彬，首都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刘进安，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画学院副院长李洋，贵州省美协主席谌宏

微，原贵州省国画院院长张润生，著名文化

学者柯文辉，以及刘知白先生家属，在京的

著名学者、艺术家，新闻媒体记者等 200 余

人出席开幕仪式。

刘知白先生（1915—2003 年）在中国当

代山水画创作中风格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

特色和个性面貌。他早年拜入顾彦平先生

门下，深受吴门画派影响，后遍访名师，并临

习古典名作，尤其对清代四僧情有独钟。迁

居贵阳以后，独特的地理风貌更是激发出他

极大的创作热情，曾遍游黔南、黔西，领略贵

州山水的不同面貌，并在山水泼墨法、破墨

法的探索中表现出杰出的天才，以此表现贵

州山水云雾弥漫、滋润秀逸的特色。刘知白

先生的山水画又是多样的，水晕墨章、酣畅

淋漓，或墨笔点划、或重色积染，笔意在传统

中蕴含现代，墨法浑厚中又不失精致，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

卢禹舜常务副院长肯定了刘知白先生

在中国当代山水画创作领域所作出的突出

贡献和学术地位，并对刘知白先生的艺术探

索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向刘知白先生家属

以捐赠作品的方式，对中国国家画院收藏工

作的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谢。

随后，贵州省美协主席谌宏微，著名文

化学者柯文辉，以及刘知白先生的儿子刘维

时分别讲话。对中国国家画院在展览筹备

过程中所付出的各种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并

希望通过写生、展览、考察交流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中国国家画院与贵州美术界的联系，

并邀请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走进美丽的

贵州，为带动贵州美术创作的全面繁荣和发

展作出贡献。

开幕式结束后，还举行了“刘知白中国画

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高天民主持，十余位与会的学

者和艺术家围绕刘知白山水画的特色和学术

价值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次“刘知白中国画展”共展出刘知白

先生不同时期山水画精品 200 余件，其中包

括捐赠中国国家画院的晚年泼墨山水代表

作 21 件。此次展览还出版了《刘知白中国

画集》。

据悉，展览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 （焉笑华）

中国收藏美术名家协会湖北分会于

6 月 29 日在湖北省麻城成立。原湖北省

省长贾天增，市委书记杨勇，麻城市原政

协副主席余敏文，协会主席牛福钦，《中国

贸易报·艺术周刊》主编任钦功，麻城市文

联主席，麻城市美协主席，书协主席， 峰

山风景区党委书记，湖北省分会的组织成

员以及书画名家、收藏家、企业家等 200

多人出席了成立仪式。

中国收藏美术名家协会于 2012 年 12

月在北京成立后，吸纳在美术创作、美术

评论、美术史研究、艺术设计等方面成就卓

著者为会员，负责组织、指导全国美术家进

行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承担国家重大展

览的组织、实施、评选、评奖，创办全国性美

术学术刊物、开展学术研讨。欧阳中石、冯

其庸担任本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书画家牛

福钦被推举为主席，吴海涛、傅建增为副主

席，梅楚安任党委书记，秘书长温文。协会

设有办公室、组织联络部、对外联络部、研

究部、展览部、艺委会办公室、事业发展部

等部门，以《收藏美术名家》为机关刊物，努

力促进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

（牛福钦）

中国收藏美术名家协会湖北分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