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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2015年 10月 3日）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出如下意见。 

一、做好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1．充分认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的风气。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

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充分运用

文艺引领时代风尚、鼓舞人民前进、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

展。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艺的

崇高使命。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文

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2．准确把握文艺工作面临的形势。当前，我国文艺创作生产

活跃，内容形式丰富，风格手法多样，涌现了一大批人民喜爱的

优秀作品，呈现出百花竞放、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广大文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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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巨大成就，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外交流交往不断加

深，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为文艺发

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内在动力、广阔空间。同时，意识形态领域

形势十分复杂，巩固思想文化阵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

加紧迫；在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文艺领域

还存在价值扭曲、浮躁粗俗、娱乐至上、唯市场化等问题，价值

引领的任务艰巨迫切；文艺创作生产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

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粗制滥造等问题，推出

精品力作的任务依然繁重；文艺评论存在“缺席”、“缺位”现

象，对优秀作品推介不够，对不良现象批评乏力，文艺评论辨善

恶、鉴美丑、促繁荣的作用有待强化。文艺环境、业态、格局深

刻调整，创作、传播、消费深刻变化，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

大量出现，引导、管理、服务的体制机制、手段方法亟须改革创

新。 

3．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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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紧紧依靠广大

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深入

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

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4．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

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解决好“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的问题，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自

觉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在人民生产生活中进行

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生动展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用现

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歌颂光明、抒发理想，

鞭挞丑恶、抵制低俗，给人民信心和力量。紧跟时代发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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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文艺作品质量、品位、风格等的期盼，创作生产更多人民

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推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5．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

是文艺工作者的衣食父母。大力倡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虚心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不断进行生活的积累和艺

术的提炼。制定支持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生活的经济政策，健全

长效保障机制，为他们蹲点生活、挂职锻炼、采风创作提供必要

的工作条件和成果展示平台。完善激励机制，把深入生活纳入文

艺单位目标管理和领导班子业绩考核，作为文艺工作者业务考核、

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发挥知名作家艺术家的带头作

用，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文艺界蔚然成风。 

6．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坚持重心下移，把各种文艺惠民措

施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推行菜单式服务，以实效为

标准，提升质量和水平。创新形式、持续开展“文化进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心连心”、文化艺术志愿服务、农村电影

放映、全民阅读等活动，深入推进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

先进集体创建活动。组织实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程，发挥农家

书屋、社区书屋效用，落实乡镇文化站职能，在编制总量内健全

社区文化中心专兼职岗位，落实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政策。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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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化”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加大政府对面向基层文艺产品

和服务的购买力度。建立“结对子、种文化”工作机制，组织专

业文艺工作者到基层教、学、帮、带。实施农村中小学艺术教育

计划，鼓励艺术院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7．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繁荣群众文艺。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使蕴藏于群众中的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制

定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健全群众文艺工作网络，发挥好基层

文联、作协、文化馆（站）、群艺馆在群众文艺创作中的引领作

用，壮大民间文艺力量。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扶持引导业余

文艺社团、民营剧团、演出队、老年大学以及青少年文艺群体、

网络文艺社群、社区和企业文艺骨干、乡土文化能人等广泛开展

创作活动，创新载体形式，展示群众文艺创作优秀成果。提高社

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网络文化

建设水平，培育积极健康、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引导群众在参

与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普及文艺知识，培养文艺

爱好，提高全民文化素养。鼓励群众文艺与旅游、体育等相关产

业相结合。 

8．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评价文艺作品，要以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