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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完善文化

产业市场监管，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是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客观需要，是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大对文化市场

宏观管理和调节的力度，积极提供政策扶持、引导、培

育，减少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简政放权，退出市场

微观运行领域。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审

批事项“最多跑一次”，建立市场主体信用监管平台，

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健全“扫

黄打非”与文化旅游执法协同机制，强化执法事项清单

管 理 。 实 施 统 一 的 文 化 市 场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制 度 ， 推 动

“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三 是 厚 植 文 化 产 业 人 才 发 展 “ 沃 土 ” 。 遵 循 人 才

发展规律，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引

才”工作。根据专业特点，采取考核招聘等方式，打通

人才“绿色通道”，引进紧缺急需人才。对市外人才，

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原则，采用购买服务、项

目 外 包 等 方 式 ， 为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提 供 丰 富 的 文 化 旅 游

产 品 和 服 务 。 深 化 用 才 育 才 改 革 ， 厚 植 人 才 发 展 “ 土

壤”。深入推进文化行业职称改革，破除唯资历、唯学

历、唯论文、唯奖项倾向，引导人才重品行、重实绩，

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健全完善指导督查机制，督

促 委 属 单 位 发 挥 人 才 培 养 主 体 作 用 ， 指 导 开 展 各 项 工

作，不断加强人才培养。实鼓励支持文化企业开展国际

国内交流培训项目，通过组织系统内高层次人才参加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引进国际国内知名专家来渝讲座

培训等，持续拓展人才培养渠道。

3、大力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

顺应文化产业发展与竞争的主阵地正向数字化、网

络化、融合化、智能化转移的趋势，坚持以高效产出高

品质内容为重点，加快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彰显

科技对文化的支撑作用。

一是大力推动文化数据库建设。集成思想理论、文

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

文艺等文化资源数据，积极参与构建中华文化数据库；

鼓励全市文化企事业单位部署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

软件，将已建或在建的各类文化专题数据库接入国家文

化专网，主动对接中华文化素材库，提取具有历史传承

价值的中华文化标识，广泛运用于内容再生产、创意设

计等文化市场开发。

二是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对接国家文化大数

据体系，依托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

通平台，持续推进国家文化专网（重庆段）技术改造任

务，建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重庆市域中心。支持以重

庆智慧广电数据中心为主要承载，升级扩建国家文化大

数据体系重庆市域中心。

三是推动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市级国有文化

企业、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先行先试，打造基于国家

文化专网和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的数字文化生产线，争取

相关行业标准认定；鼓励支持各类文化机构拓宽数字内

容分发渠道。

四 是 发 展 数 字 化 文 化 消 费 新 场 景 。 鼓 励 有 条 件 的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非遗馆，适当

购置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展陈设备，改建数字文

化 体 验 馆 （ 厅 ） 。 支 持 有 条 件 的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 所 、 站 ） 、 乡 情 陈 列 馆 、 乡 镇 电 影 放 映 厅 、 基 层 广

播 电 视 站 及 社 区 、 学 校 等 ， 酌 情 建 设 数 字 文 化 体 验 馆

（厅），推进文化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支持影剧

院、购物中心、城市广场、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丰富

各具特色的数字文化体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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