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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引进名师名家，举办全国规

格书画展览。以世界眼光打造具有“中国画都”气派的

艺术展览强市，满足群众高端文化需求，提升潍坊市文

化软实力。加强学术研究，建设于希宁艺术研究中心，

以于希宁艺术研究为中心，带动潍县画派学术研究取得

新突破。

3、优化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首先，加强馆际文化交流合作，提升办馆水平。要

积极与省内文化场馆建设和管理先进单位对标，通过与

对标单位的学习交流，查找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

断提升办馆水平。积极与各地文化场馆合作，加入“山

东省美术馆联盟”等相关的文化馆际联盟，推动馆际之

间的资源共享、区域联动。

其次，盘活优质文化资源，完善艺术展览体系。以

潍坊本土文化研究为主题，积极联合各大高校和相关的

研究机构开展学术研究。盘活馆藏资源，并结合其开展

深入研究和馆际交流展等活动。结合本土文化资源与国

家文化发展战略，邀请国内文化大家继续开展和举办国

内名家艺术展览，以及承办“陈介祺艺术节”展览。与

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合作，进一步加强对于希宁

艺术项目的研究工作，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展

览体系，充分发挥于希宁美术馆的重要作用。

再次，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提升服务质量。不

断增加财政对潍坊公共文化的投入，完善场馆设施，提

升服务质量。尽快完成潍坊市文化馆新馆等文化馆设施

的规划建设，按照国家一级文化馆标准，融入非遗、潍

坊地域特色等元素，打造特色鲜明、时尚现代、功能健

全、设施完善的地标性公共文化空间，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和潍坊的文化旅游吸引力。拓宽资金渠道，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对文化的投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

加大对文化的投资，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4、繁荣文艺创作，讲好潍坊故事

重 点 围 绕 新 时 代 现 实 题 材 、 重 大 时 间 节 点 和 国 家

重大战略任务创作。加强以潍坊历史、地域、旅游为文

化元素的地方题材和以百姓生活为视角的民生题材等作

品的原创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能力。围绕市委、市政府

小蓝框、免费停车等惠民政策、品质城市建设等鲜明主

题，加强文艺创作，反映潍坊文明风貌。同时，要加强

以 王 伯 祥 等 先 模 人 物 、 环 卫 工 人 等 为 题 材 的 油 画 、 雕

塑、国画作品等文化产品的创作。争取到2025年，新创

作一批带有鲜明潍坊文化印记、文化符号、文化标识的

特色优秀文化产品，在文化传播、媒体宣传和文艺评奖

中实现更大突破。

5、培育人才队伍，夯实发展基础

进一步健全人才发现、培养、使用和评价机制，以

专业特长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着眼长远抓培养。不断

增强文化的生产力、凝聚力和创新力，进一步丰富服务

内容和文化体验项目，健全阵地服务设施，建立和完善

科学的群众文艺创作生产机制，形成人才培养和艺术创

作相互推动、促进的良性循环。委托潍坊发达的职业教

育体系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建设高素质文化队伍。

完善非遗人才队伍体系。加大非遗人才研培力度，

采取线上线下、内引外联等方式，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研

修培训计划，举办非遗传承人研习培训班、讲习所，提

升非遗传承人的审美能力和技艺水平，加速涌现一批国

内 外 有 重 大 影 响 的 巨 匠 大 师 。 注 重 发 掘 、 培 养 青 年 人

才，构建有序合理的非遗传承梯队。壮大县市区非遗中

心、镇（街）综合文化站非遗工作人员队伍，设立由政

府购买的公益文化岗位。扩充非遗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者队伍，大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6、科技赋能，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全面提升全市文化馆（站）数字化建设水平和全媒

体制作传播能力，积极对接国家公共文化云、山东省文

化馆礼乐云和潍坊文旅云等平台的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功

能。逐步加强数字文化产品的管理和开发，尤其是当前

普遍受欢迎的微视频、美术展陈、艺术慕课等数字文化

产品。加快潍坊“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推进市县两

级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实现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

消费的综合化、智能化、一体化服务。启动潍坊市智慧

文旅平台建设项目，致力于破解潍坊文旅产业碎片化、

低端化、封闭化等问题，实现政府侧、企业侧、用户侧

的监管、运营、服务的全面升级。引导景区、酒店、旅

行社等旅游企业开展智慧旅游建设，实现互联网+旅行

社、导游、酒店、景区、餐饮、租车、航空票务、铁路

票务等线上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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