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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蒙是一位工程师，闲暇之余会
关注各种文化活动，她告诉记者，这一
年，能明显看到厦门出品的好剧、好展
越来越多。

在大量精品文艺作品雨后春笋般
“冒尖”的背后，是厦门厚植沃土、精心
栽培的结果。去年，市委宣传部联合
市文旅局、市文联、市财政局设立“厦
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整合自
2016年以来推出的《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扶持奖励办法（试行）》《中共
厦门市委宣传部文艺人才重点项目资
助办法》《厦门市优秀戏曲进校园传承
项目资助办法（试行）》等多项文艺扶
持政策，全新制定了《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经过多轮评选，2022年厦门市文
艺发展专项资金公布资助项目103
个，涉及六大类别，除1个项目因故申
请撤销之外，实际资助102个项目。
截至目前，除有部分项目持续推进中
之外，大部分项目已成功结项。

据统计，一年来，在厦门市文艺发
展专项资金资助下，共举办各类文化
艺术活动及展览228场，戏剧演出54
场，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18项，资助
出版物19种。

培沃土
推动艺术繁荣发展1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面向
全体文艺工作者，搭建展示自我的广
阔舞台，为本地的创作人才提供优质
的创作生态，激发更多深藏于民的文
艺家参与创作，提升厦门文艺人才储
备培养的空间。

作为厦门市优秀中青年个人文
艺资助项目，“诗咏中华 乐颂时代”张
胜环经典古诗词艺术歌曲音乐会，集
结了演唱、演奏、知识普及、分享交流
等为一体，堪称一堂精致而精彩的美
育课；“礼赞家乡-八闽文旅故事系
列”黄妍·架上连环画展，带给观众一
种别样新鲜的“乡愁感”；旅美西洋打
击乐博士、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打
击乐演奏家郑心仪，在音乐与光影的
交织中，用西洋打击乐开启了一场

“英雄之旅”。
市文化馆副馆长苏华琦的《致敬

守艺人——厦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图典》，集结了他近年来拍摄记录厦
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精彩瞬间。

电影剧本《你好厦门》（暂定名）是根
据作家夏炜写的厦门都市题材长篇
小说《那些花儿》改编，剧本现在五易
其稿，为充分表现厦门的经济发展和
建设提供影像呈现的宽度和深度。
儿童文学作家李秋沅，经过长时间精
雕细琢完成《看见满天星》，这是一部
非典型战争题材小说，讲述了抗日战
争英雄的遗孤苏道心颠沛流离，在年
老之后找寻双亲踪迹的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状态，推动厦
门艺术的繁荣发展，助力厦门

文化艺术事业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勇攀新
高峰。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呵护创
作种子，文本资助、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资助、闽南文
化进校园资助、文化艺术活动资助等
项目在资金灌溉下成长结果，百花齐
放、收获颇丰。这些项目同时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惠民理念，把精神
大餐送进百姓心坎里。

由中国外文局翻译院和厦门市人
民对外友好翻译协会指导的“我是外
交官选拔活动——讲述中国全球青少
年视频展演”，邀请全球热爱中华文化
的青少年，用中文或当地母语，以短视
频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和中国
印象，首届活动吸引了包括香港、澳门
地区在内的29个城市和海外18个国
家的青少年广泛参与，也得到了境内
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优秀作品在“学习
强国”平台进行了为期20天的专题展
播。

“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越来
越多的学生对闽南传统文化有了更直
观的认识。厦门艺术学校与厦门歌仔
戏研习中心强强联手，针对本校 2018
级歌仔戏班开展“闽南戏曲进厦门艺
术学校传习展演”项目，通过“师带徒”
的方式开展教学，传授6部歌仔戏经典
折子戏，并在全国、省市级技能竞赛中

取得不俗成绩，如该项目的《六月雪》
《劈棺惊梦》两折，代表厦门参加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艺术专业技
能（戏曲表演）赛项，荣获团体三等奖；
陈静怡同学凭借《劈棺惊梦》荣获少儿
戏曲最高荣誉“小梅花”称号等。

厦门日报“城市副刊”作者联谊会
举办了两场线下名家公益讲座，让草根
作者与名家零距离交流。同时通过线
上点评作品、开设会员专页，扶持草根
作者，繁荣大众文艺。“城市副刊”还搜
集遴选近五年来在“老照片”栏目刊发
的优秀作品集结成册，留存百姓相册、
城市记忆。

如今，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
旺盛，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厦门以文艺
创作为抓手，在观念和手段结合上、内
容和形式融合上进行深度创新，在提
高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
艺术价值上进行实践探索，努力推出
了一批正能量充沛、主旋律昂扬、受到
观众喜爱的文艺精品力作，提升了厦
门的文化软实力，在全省舞台精品创
作、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进程中走在了
前头。

南音《文姬归汉》获得2022年度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同
时，拿到了2022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
舞台剧项目资助，这是福建南音创排
舞台剧以来首次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创下曲艺类剧目获得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金额的最高纪录。此外，
该剧还入选2022年度福建省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重点剧目。

入选2022年度福建省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重点剧目，并获得2022年度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
舞剧《花儿与海》不久前完成了首演。
该剧通过舞蹈艺术特殊表述手法，展
现援宁工作者众志成城、不畏艰辛、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演出期间，
还特别邀请了部分在厦援宁工作者到
场观看。

今年是陈化成殉国180周年，入
选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
金资助项目的高甲戏《陈化成》在保持
高甲戏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塑造了一
个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民族英雄形
象；厦门首部公安现实题材话剧《你知
道我在》全新升级版作为“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首部展演剧目亮相，观众反响热烈，
该剧入选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和2022年度福建
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剧目。

出精品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2

结硕果
实现良好社会效益3

育人才
提供优质创作生态4

经整合扩容后的厦门市文
艺发展专项资金，运行一年以
来，充分调动了各类文艺主体的
申报积极性，让文艺工作者在
“真金白银”的鼓励下，创作出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艺术精品，逐步成为厦门文艺创
作的“孵化器”。

这是为繁荣厦门文艺创作、
激活体制内外创作热情，更好地
展现厦门城市形象，打造文化中
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而设立
的扶持政策，旨在推出更多坚持
正确创作方向、具有鲜明厦门特
色的优秀文艺作品，培养文艺创
作人才，努力构筑厦门文艺新高
峰，推动厦门文化建设迈上新台
阶。

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冬
通讯员 郭逸恬 王程辉 蔡凝香
本版图/市宣文艺处 提供

2023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

项目更精准 扶持更到位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部分细

则重新修订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舞剧舞剧《《花儿与海花儿与海》》剧照剧照。。优秀中青年个人

文艺资助项目：
郑心仪“英雄之
旅”音乐会。

闽南文化进校园资助项目：滨北
小学举办艺术节活动。

文本资助项目：《致敬守艺人
——厦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图典》

文化艺术活动资助项目：滚动中的雪球14——中荷当代视觉艺术展现场。

◀文化艺术
活动资助项
目：厦门二十
景·张及时油
画艺术展现
场。

为进一步激励精品文艺创造，打
造层次高、影响大、效益好、百姓喜闻
乐见的厦门文艺精品，市委宣传部收
集了各项目实施工作组及申报对象
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市文旅局、市文
联及市财政局等部门意见，对《厦门
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重新
修订。据悉，修订后的《办法》更具科
学性、系统性、准确性，扶持项目更精
准、流程操作更便捷、扶持效果更显
著。

记者了解到，涉及较大改动的，
主要是舞台艺术创作项目资助实施
细则及评审工作实施细则等部分。

增加了大型组歌类艺术品种；对重大
修改、重点剧目和作品下了定义，并
对大型舞台艺术创作演出项目和小
品、小戏及小节目类项目的资金拨付
方式进行了修改；按照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的要求，对图书包含类别进
行了规范表述；较大幅度提高对个人
文艺项目资助。在评审工作实施细
则中，各项目评审细则均有根据实际
情况和目的调整；其中，文本、大型舞
台艺术创作项目申报环节，增设了初
审。此外，本次修订将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相关细则替换为《厦门市国有
文艺院团文化惠民公益性低票价演
出资助办法》。

2023 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即日起正式启
动。

申报主体

1. 具有厦门户口或取得厦门市
居住证的公民，须征信良好，无犯罪
记录。

2. 在厦工作的台港澳同胞，须征
信良好，无犯罪记录。

3. 在厦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文化类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须征信良好，无犯罪记录。

4. 定向为厦门市创作的外地公
民或外籍人士，须征信良好，无犯罪
记录。

5. 申报资助或奖励的项目，须在
厦门市立项、备案，参赛评奖须由我
市或我市联合报送且我市享有申报
权、荣誉权。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
项目，须经各参与合作单位在《项目
资助申报表》上盖章同意，由主办单
位或主要出资单位申报，申报者须对
项目负主要责任。

申报时间

2022年12月26日-2023年2月6日
●资助重点
鼓励下列重点选题的重大革命

题材、重大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
的优秀原创项目：

1. 围绕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和重大成就，
艺术地反映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革命、历史、现
实题材作品；

2. 围绕202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
利70周年、改革开放45周年，202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以及
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等重大节点
的主题创作；

3. 反映厦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
地、实践地，书写厦门特区建设新篇
章的现实题材作品；

4.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彰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激励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5. 弘扬民族精神，具有较高思
想、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准，有利于中
华文化传承，增强民族凝聚力；

6. 体现厦门文化底蕴和对台交
流作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和闽南文
化精神内核，表现不同历史时期两岸

的名人、名家、名著风采，并具有历
史、时代和人文价值，促进两岸融合
发展的主题创作；

7. 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
影响力和竞争力，并能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
●申报条件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闽南文化进

校园资助、文化艺术活动资助三类资
助项目的申报主体原则上为单位或
机构，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资助项目
的申报主体原则上为个人，其余项目
二者均可。各类项目的申报主体需
同时具备的申报条件不尽相同，请查
阅《实施细则》或《申报指南》。

申报程序

所有项目均通过厦门市文艺发
展专项资金申报平台进行申报。申
报主体在规定的申报时间内，登录“i
厦门 ”网站，通过“i 财政”，点击产业
扶持资金管理系统进入申报页面，按
要求填写《项目资助申报表》，上传申
报材料。专项资金评审委办公室将
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符合相关
规定的予以受理。

申报方法

专项资金的申请采用无纸化方
式申报。所有项目均可通过厦门市
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平台进行申
报，该平台依托厦门产业扶持资金综
合管理系统设计。未注册的企业或
个人需先进行账号注册，注册成功后
首次登录，填写企业或个人信息，获
取验证码及序列号，点击保存，随后
即可进行项目申报。相关文件及申
报通知请到厦门网、“音乐厦门”微信
公众号、“厦门文旅”微信公众号、“厦
门文联”微信公众号上查询。

申报内容相关咨询电话

文本资助项目：0592-2855529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0592-

5371621、5371947
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资助项目：

0592-2855515
闽 南 文 化 进 校 园 资 助 项 目 ：

0592-5371919
文化艺术活动资助项目：0592-

2893752
优 秀 文 艺 作 品（项 目）奖 励 ：

0592-2892565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

14：30-17：30（夏令时15：00-18：00）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