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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4月27日电（王立武 詹

婷婷） 文化体制改革中最难处理的是职

工和企业切身利益问题，安徽的做法是

——用足用活现有政策，打破常规，充分保

障职工利益，确保改革成本支付到位、遗留

问题解决到位、推进发展扶持到位。目前，

安徽全省400多家改制转企单位的2.2万多

人中，“无一例上访，无一人下岗”。

以 2005 年出版集团、发行集团整体

转企为标志，安徽在全国较早完成了出版

发行改革任务。在此基础上，相继推进了

三局合一，文化综合执法、广电网络整

合、电视台电台合并、党报党刊发行、重

点新闻网站、电影公司、影剧院、演出院

团等方面的改革任务。目前，全省410家

经营性的文化单位，注销了事业法人，完

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

主体。省、市、县三级的转企改制经营性

文化事业单位涉及包括7392名离退休人

员在内的 22104 人，均核销事业编制、转

换身份，办理了社保接续。

在改制过程中，如何妥善解决职工的

身份置换、社会保障等问题，让改革单位

没有后顾之忧，直接关系到改革顺利与

否。安徽一是坚持改革必须由党委政府

主导，二是坚持改革成本不能由干部职工

担负。该由政府承担的改革成本支付到

位，该由政府解决的遗留问题解决到位，

该由财政投入的不仅不减少，而且逐步加

大投入和扶持力度。

在文化体制改革破题的同时，安徽配

套出台的各项政策紧随其后，在社保、土

地、税收、财政扶持等多个方面，文化事

业单位均享有“特殊政策”。

安徽省直文艺演出院团改革时，原事

业身份在职在编职工按企业身份退休，其

待遇与以事业身份退休产生的差额部分，

由省财政解决；省直演艺院团演出场次补

贴每场增加5000元，由省财政拨付。

转企改制牵涉到土地，安徽省规定原

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凡属于公益性文化

设施用地的，继续保留行政划拨方式；采

取出让和租赁方式处置的，其出让金和租

金可作为国家资本金，用于职工安置分

流；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

的，作为国有资本金注入转制企业。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2006年至2010

年，安徽为 141家转制单位和新办文化企

业减免税收超过 10亿元。企业得以轻装

上阵。

针对基础较为薄弱的演艺和广电集

团，安徽省财政在妥善解决职工保障的基

础上，重点加大对项目的投入，自2009年

起，连续5年每年为广电集团安排贷款贴

息1000万元；每年补助演艺集团设备、创

作和人才资金 2000 万元。另外，在中西

部地区率先对省直院团演出每场次补贴

7000 元，每年安排补贴资金 700 万元。

2009 年、2010 年补助省直五大文化产业

集团的财政资金超过2亿元，为龙头企业

快速起步、率先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星报讯（记者 刘甜甜） 全国文化体

制改革会议将在省城召开。为何选择在

合肥市召开？即将为全国各地的文化体

制改革带来哪些“榜样”？昨天下午，记者

就此专访了合肥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胡守祝。

“这么大的盛会能够在合肥召开，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安徽作为文化大省，文化

体制改革成效十分突出，在全国迈入了先

进行列。大会选择在省会合肥举行，也是

对我省文化事业发展成绩的充分肯定。”

胡守祝恳切地说，自从全国启动文化体制

改革以来，合肥市乘着我省“文化强省”的

东风，文化事业大踏步前进。

“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五年间合肥

市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

百姓日子越来越好，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

越来越丰富多彩，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

基础和市场。”胡守祝告诉记者，合肥市

委、市政府这些年，不遗余力地在文化基

础设施上加大投入，改革做法和成效成了

全国的范例。在这次会议上，合肥市就将

与全国其他兄弟城市共同“论道”，相互交

流经验和学习做法。“5 年前合肥的文化

产业微不足道，现在已经成长为支柱产业

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咱这里也是文化

产业‘大码头’喽！”

文化强省催生合肥文化“大码头”

安徽：2万文化“单位人”平稳转企
中央媒体看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