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十四五”艺术创作规划

根据《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艺术

创作规划》，结合我省实际，编制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发展基础。“十三五”时期，是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的五年，是文旅融

合不断深入的五年，是文化自信不断坚定的五年，全省共新创重点剧目 60 多台、

修改提升剧目 30 多台，创作舞蹈、小品小戏、曲艺、杂技等优秀节目 350 余个，

推出优秀美术作品 1300 余件，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165 项、1.35 亿元，入选国

家重点工程 53 项，入选国家人才培养计划 59 人；承办中国西部交响乐周、中国

诗歌节等重大活动，打造四川艺术节、川剧节等品牌活动 15 个，为“十四五”

时期艺术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存在问题。“高原”不深厚、“高峰”不突出，主题创作思想深度不

够，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不多。艺术人才总量偏小、结构不尽合理、领军

人物缺乏，编剧等原创性人才奇缺。艺术原创力不强、艺术创新不够。激励约束

机制不健全，创作选题缺乏前瞻性。深入生活不够，创作态度浮躁，重形式轻内

容，守正创新、传播推广不够。这些制约四川艺术创作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短板，

需要我们在“十四五”时期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



（三）面临形势。“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四川

艺术创作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全省文艺战线

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新时代四川艺术创

作繁荣发展新局面。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创作为中心任务，以演出为中心环节，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振兴川剧和曲

艺工程、主题美术创作工程、院团能力提升工程，推动四川艺术创作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二）基本原则。推动“十四五”时期四川艺术创作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握

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把党对文艺工作的战略部署和要求贯彻到四川艺术创作全过程各方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推动艺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融入城乡，助力城市发展、乡村

振兴。

——坚持精品创作引领。把高质量作为艺术创作的生命线，树立精品意识，

提高原创能力，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艺术要素和技术要

素相辉映，实施一批示范引领性强的重点创作项目，创作生产更多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

——坚持系统协同理念。建立健全主创人员集体创作机制，形成集体创作风

气，提高艺术创作组织化程度。统筹全省各级各地艺术资源，发挥省市（州）县

各方积极性，推动舞台艺术与美术各艺术门类全面发展。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一团

一策”分类指导，完善国有文艺院团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和激励机制，做大做强

重点院团，稳定基层院团队伍，激发院团创作活力和内生动力。



（三）发展目标。锚定基本建成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目标，放眼全国、对标一

流，到 2025 年，推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精品力作，建设一批示范引领的重点

院团，培育一批德艺双馨的领军人才，打造一批全国知名的品牌活动，形成省、

市、县联动发展格局，创作环境不断优化，创作机制不断完善，创作质量不断提

高，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创作水平和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四）主要指标。新创、修改提升、复排舞台剧目 30 部，推出精品剧目 15

部，扶持创作优秀剧本 50 个。争取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 100 项，完成四川艺

术基金资助 300 项。完成主题美术创作 5个，举办美术书法精品展览 30 个，推

出优秀美术作品 2000 件。建立艺术名家工作室 50 个，培训优秀文艺人才 2000

人次，培养优秀青年拔尖人才 20 名。

三、创作重点

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时间节点，聚焦党和国家以及四川省重大发展战略，遴选

重点选题，精心组织新时代艺术精品创作，推出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映省委省政府治蜀兴川实践，富有四川特色、符合时代要求、高水平高质量的

精品力作。

——重点关注现实题材。聚焦“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乡村振

兴、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等国家战略，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和“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加强现实题

材创作。



——扶持革命历史题材。围绕四川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瞄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的二十大、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领域，以及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扶持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突出四川特色题材。挖掘阐发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明以及三国文化等

巴蜀传统文化资源，组织“巴蜀三九大，安逸走四川”等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专题

创作，加强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题材创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抓好时政热点题材。紧盯党和国家大事要事，针对群众关注热点和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围绕国家安全、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生态文明、

党风廉政、扫黑除恶、军民融合、文旅融合、抗击疫情等时政热点，开展专题创

作。

四、主要任务

（一）推进新时代艺术精品创作。实施四川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建立全省

重点选题库、项目库，加强重大舞台剧专项扶持和奖励。实施舞台艺术源头工程，

完善剧本创作孵化体系，搭建剧本交易推介平台，开展优秀剧本评选。实施四川

省主题美术创作工程，组织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申报和命题创作。实施巴蜀书画传

承创新工程，推出具有鲜明四川特色和全国学术影响的画家与流派。设立四川省

艺术委员会，完善院团艺术委员会、艺术总监设置，建立主创人员集体参与、协

同创作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兼顾各艺术门类，兼顾现实与革命历史题材，集中

精力推精品、攀高峰，构建“省带动、省市县联动”艺术创作发展新格局。



（二）推进巴蜀优秀艺术传承传播。实施振兴川剧和曲艺工程，实施木偶、

皮影、杂技和濒危剧种扶持计划，加强对四川特色传统艺术的传承与保护。实施

少数民族艺术扶持计划，推动藏彝羌等少数民族戏曲（藏戏、彝剧等）、音乐、

舞蹈、美术等民族特色艺术创新与发展。深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

开展“三下乡”等示范活动，加大政府购买公益演出力度，完善低票价、剧场开

放日等举措。繁荣发展旅游演艺，让旅游演出成为景区“标配”。办好四川艺术

节、川剧节和专业比赛，定期举办“剧美天府”优秀剧目展演季、全省美术作品

展、书画作品展等展演展览，组织全省美术馆优秀展览评选。积极参与中国艺术

节以及国际国内重要文化交流活动，借助重大艺术节会、对外交流平台等，主动

融入国内外文化旅游推广活动。综合运用 5G 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技术新手段，推动艺术创作形式、内容、呈现方式的创新，提升艺术表现力和

感染力，推出线上数字文艺等各类线上推广活动，扩大四川艺术影响力。



（三）加强文艺团体和场馆建设。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

革的意见，实施“一团一策”和文艺院团能力提升工程，加强院团标准化建设，

制定评估定级标准和办法，探索开展文艺院团评估定级，引导建设一批重点院团。

鼓励各地采取调剂编制、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力量资助、扶持民营院团等多种方

式，保留或组建院团。建立剧院（场）演出院线体系，整合剧场和剧目、演出设

施设备等资源，促进优质演艺资源共享。将剧场、美术馆建设纳入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4A 级以上景区建设范围。推进美术馆、画

院专业建设和行业管理，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和指导，推动建立美术馆协会或联盟

等行业组织。实施美术馆画院收藏捐赠计划，制定美术收藏目录和扶持政策措施，

鼓励向美术馆画院捐赠优秀美术作品，提升美术馆、画院建设水平和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



（四）建设高水平文艺人才队伍。完善文艺人才培养管理使用体制机制，培

养造就一批文艺领军人才、名家大师。建立一批艺术家名家工作室，实施一批“师

带徒”培养项目，发挥老艺术家传帮带作用。实施领军人才培育、青年人才培养、

在职人才培训、创作演出团队扶持和优秀人才奖励等系列计划，构建系统化、层

级化、开放有序的人才培养选拔体系。推动人才培养与创作实践相结合，通过扶

持青年人才创作项目，培养和使用年轻后备人才。鼓励引导新文艺群体健康发展，

发挥乡村文旅能人、新文艺工作者作用。引进省外高层次人才，培育本土原创性

骨干人才、拔尖人才，培养讲政治、精业务、强管理、懂经营的综合性管理人才。

加强与艺术院校合作，采取委托办班、联合培养、短期培训、长期研修等多种形

式，培养急需紧缺人才。



（五）构建新时代文艺评价体系。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政治性、艺术性、

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发扬艺术民主、

学术民主，倡导批评精神，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评论氛围，严肃客观评价

作品，增强文艺评论专业性、说服力和影响力，促进提高文艺作品精神高度、文

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导协同工

作机制，巩固传统文艺评论阵地，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动专业评论和大

众评论有效互动。组织开展热点文艺现象、重点作品、新人新作等重点评论活动。

加强四川特色和优势艺术门类基础理论和应用性研究。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引领

艺术审美取向、提升群众鉴赏水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和改进四川

文华奖、舞台艺术专业赛事、美术书法展览评选评奖机制，充分发挥全省性文艺

评奖引导创作方向、激发创作热情的功能和作用。

五、保障措施和工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艺术创作工作

的组织领导，把艺术创作作为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旅游部门

的核心职能、重点任务，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履行好规划统筹、督促落实、沟通协调等职责。



（二）加大资金保障。全省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加大对艺术创作的经费

支持，积极设立艺术创作专项资金，统筹用好其他各类资金和基金。拓宽艺术创

作经费渠道，通过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多种手段，引导激励社会力

量参与艺术创作和公益性演出。组织好国家艺术基金、四川艺术基金申报，鼓励

有条件的市（州）设立艺术基金。

（三）落实主体责任。全省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省直文艺院团作为本

规划的实施主体，要充分认识本规划的意义，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对目

标任务逐一细化分解，制定实施方案，明确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责任主体和实

施进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推动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四）强化评估监督。全省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省直文艺单位要根据

本规划要求，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跟踪分析，确保各项规划目标任务

顺利推进。健全规划实施监督评估制度，对规划确定的调控目标进行检查评估，

纳入单位综合评价体系，强化评估结果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