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旅游厕所建设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旅游厕所建设

主管部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00.00 1200.00 1200.00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 --

          省级财政资金 1200.00 1200.00 1200.00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遴选已达到或经改扩建能够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示范性、标杆性旅游厕所，给予重点
扶持，实现“满足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

2021年我厅统筹考虑全省4A及以上景区厕所建设现状，遴选出已达到

或经改扩建能够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示范性、标杆性旅游厕所73
座（新建3座、改扩建60座，运营维护10座），按照运维类5万/座、

新建类60万/座（贫困地区考虑倾斜）、改扩建类16万/座的标准进行

了奖励补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旅游厕所奖励数量 ≥4000座 73座 73座 20 20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1年旅游厕所省级

专项资金的通知》（晋财文
〔2020〕105号），实际分配

旅游厕所数量为73座。原目

标值为全省累计厕所数量。

质量指标 奖励对象标准符合率 =100%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奖励发放完成时限 12月31日以前 12月31日以前 12月25日 10 10

成本指标 平均奖励标准 ≤0.3万元/座 16.4万元/座 16.4万元/座 10 10

根据我厅《山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度

省级旅游厕所补助资金的函
》，旅游厕所资金分配标准
为：运维 5万/座；新建60万/
座（贫困地区考虑倾斜）；
改扩建16万/座。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游客需求满足度 ≥80% ≥80% 80% 10 10
生态效益 周边环境卫生改善情况 改善 改善 较大改善 10 8 还可进一步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旅游厕所电子地图上线
率

=100% 90.00% 93.35%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游客满意度 ≥80% ≥80% 80% 10 10

总分 100 98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项目实施和预算
执行情况及分析

1.项目实施情况：我厅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补齐全省旅游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旅游服

务品质、优化旅游环境，把推进“厕所革命”当作一项基础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按照《旅游厕所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要求，全年共奖励全省旅游厕所73座，其中新建3座、改扩建60座，运营维护10座。

2.预算执行情况：按照《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旅游厕所省级专项资金的通知》（晋财文〔2020〕105号），该项目共

到位预算资金1200万元，实际奖补支出12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

产出情况及分析

2021年，我厅统筹考虑全省4A及以上景区厕所建设现状，遴选出已达到或经改扩建能够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示范性、标杆性

旅游厕所共73座（包括：新建3座、改扩建60座，运营维护10座），并按照《旅游厕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运维类5万/座、新

建类60万/座、改扩建类16万/座的标准进行了奖励补贴，平均奖励成本为16.4万元/座，奖励对象标准符合率达到100%。

效益情况及分析
通过对旅游厕所的补助，全省旅游厕所工作在“数量充足、分布合理”基础上，开始发生由“满足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实现旅游

厕所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厕所周边环境卫生改善情况，提升了游客满意度。

满意度情况及分
析

根据调查了解，游客对旅游厕所的满意度达到80%。

主要经验做法

1.多方联动，提升服务质量。按照“突出绩效、重在引导、适当补助、务求实效”原则，省市县三级联动，齐抓共管，压茬推进；政

企（景区）通力协作，形成合力，推进厕所在旅游景区、旅游线路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步行区等地
合理布局，提高厕所建设质量，健全厕所管理体制，推广厕所科技应用，提升厕所文明水平，初步实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设计
精巧、环境协调、设施完善、功能集成、服务优质的服务目标。

2.加强监督检查，巩固建设成果。为巩固和深化旅游厕所建设成果，鼓励、引导各地开展示范性、标杆性旅游厕所建设，不断提升

旅游厕所管理和服务水平，我厅积极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对旅游厕所建设、运维情况的专项监督检查和不定时抽查，对照《国
家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指导相关业主单位全面整改。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旅游厕所的后期维护长效机制仍有待完善，运营维护经费来源单一，维护成本较高。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1.加大对旅游厕所运维服务的支持。旅游厕所的运维服务管理一般是由景区负责，每年景区为此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

为了建立更有效合理的运维管理长效机制，需上级部门给予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2.探索“以商养厕、以商管厕”的运维模式。对于由政府投资建设的A级旅游厕所，其建设和维护，不能单靠政府买单，要积极探索“
以商管厕、以商养厕”运维模式，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调动各方积极性，减少厕所服务费用同时，提升旅游厕所管理服务水平。



附件2

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17 2917 2917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0 0.0 0.0 -- --

          省级财政资金 2917.0 2917.0 2917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0 0.0 0.0 -- --

          上年结转资金 0.0 0.0 0.0 -- --

          其他资金 0.0 0.0 0.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优选20项群众文化服务品牌、培育不少于4000支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
挖掘不少于2000名乡土文化能人艺人、培养不少于4000名乡村文化带头人，继续开展“送
戏下乡一万场”活动。

2021年惠民工程，在全省持续选塑打造20项省级群众文化服务品牌，培育4000
支乡村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挖掘2000名乡土文化能人艺人，培养
4000名乡村文化带头人，配送一批专业文艺演出，继续开展“送戏下乡一万场
”活动。根据各市文化和旅游局、各有关单位报送情况，20项省级群众文化服务
品牌共开展活动2276场，任务完成率113.8%；4000支乡村群众文艺队伍（文艺
小分队）共开展活动131749场次，任务完成率109.8%；2000名乡土文化能人艺
人共开展活动29426场次，任务完成率122.6%；4000名乡村文化带头人共开展活
动62393场次，任务完成率129.9%；“送戏下乡一万场”共完成演出15460场，
任务完成率150.8%。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群众文化服务品牌
当年选树20个品

牌
当年选树20个品

牌
当年选树20个品

牌
4 4

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
队）

当年培育不少于
4000支群众文艺
队伍（文艺小分

队）

当年培育不少于
4000支群众文艺
队伍（文艺小分

队）

当年培育4000支
群众文艺队伍

（文艺小分队）
3 3

乡土文化能人艺人
当年挖掘不少于
2000名乡土文化

能人艺人

当年挖掘不少于
2000名乡土文化

能人艺人

当年挖掘2000名
乡土文化能人艺

人
3 3

乡村文化带头人
当年培养不少于
4000名乡村文化

带头人

当年培养不少于
4000名乡村文化

带头人

当年培养4000名
乡村文化带头人

3 3

质量指标

群众文化服务品牌开展基
层惠民服务活动合格率

=100% =100% 100% 4 4

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
队）服务基层群众验收合

格率

>=80% >=80% 80% 3 3

乡土文化能人艺人传承当
地优秀传统文化验收合格

率

>=80% >=80% 80% 3 3

乡村文化带头人成为当地
群文活动带头人验收合格

率

>=80% >=80% 80% 3 3

时效指标

城乡文化资源配置进一步
优化，广大人民基本文化
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群
众组织、参与文化建设的
自觉性进一步增强，文化
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

2021年底前 2021年底前 2021年底前 11 11

指标名称不够规范，修改为群众文
化服务品牌、群众文艺队伍、乡土
文化能人艺人、乡村文化带头人选

树或培育完成时间

成本指标

5年选树100个品牌 600万 600万 600万 4 4
指标名称不够规范，修改为“群众

文化品牌选树成本”

5年培育不少于20000支群
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

队）

1200元/支 1200元/支 1200元/支 3 3
指标名称不够规范，修改为“群众
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培育成本

”

5年挖掘不少于10000名乡
土文化能人艺人

1万元/县（区） 1万元/县（区） 1万元/县（区） 3 3
指标名称不够规范，修改为“乡土

文化能人艺人培育成本”

5年培养不少于20000名乡
村文化带头人

800元/人 800元/人 800元/人 3 3
指标名称不够规范，修改为“乡村

文化带头人培养成本”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

满足 满足 比较满足 7 5.6 城乡群众文化活动差距较大

扩大群众文化惠民工程覆
盖面

扩大 扩大 扩大 8 8

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人才队
伍

丰富 丰富 比较丰富 8 6.4 人才队伍断档、缺乏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持续推动我省建立群众文
化新高地

较好 较好 较好 7 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7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2021年，省文化和旅游厅紧紧围绕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着力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浓厚社会氛围，
组织实施以“五个一批”为内容的群众文化惠民工程。20项省级群众文化服务品牌中的“舞动三晋”2021年山西省广场舞大赛、“盛世鼓乐
”2021年山西省锣鼓大赛等10项活动纳入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2021年全省群众文化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了《关于下达2021年度山
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工作计划的通知》、《关于印发2021年度群众文化服务品牌活动方案汇总的通知》、《山西省“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
工作审核检查办法》、《省直文艺院团“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考核评价指标（试行）》和《山西省“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省直院团绩效奖
励办法》，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了全省文旅系统“2021年全省群众文化活动暨2021年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工作部署会”，在全省部署
开展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召开“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推进会，制定并印发《山西省“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工作方案》，有力推动“免费送
戏下乡一万场”顺利实施。另外，我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落实上级要求，坚持以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第一的工作理念，坚持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开展，科学统筹、分类指导，在严格遵守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全力推进群众文化惠民工程。通过开展列入
省政府民生工程的群众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了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了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
、增强了实效性，保障了广大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该项目共涉及资金2917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支出资金2917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其中艺术处涉及资金14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共支出资金14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主要用于支付购买省晋剧院、省京剧院、华夏之根艺术团、华晋舞剧团、省歌舞剧院、省曲艺团
、省话剧院、太原龙城残疾人文化艺术团等送戏下乡的演出费。公共服务处共涉及资金1517万元，支出资金1517万元，其中省级资金300万
元，市县资金1217万元。

产出情况及
分析

2021年惠民工程，在全省持续选塑打造20项省级群众文化服务品牌，培育4000支乡村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挖掘2000名乡土文化能人
艺人，培养4000名乡村文化带头人，配送一批专业文艺演出，继续开展“送戏下乡一万场”活动。根据各市文化和旅游局、各有关单位报送情
况，20项省级群众文化服务品牌共开展活动2276场，任务完成率113.8%；4000支乡村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共开展活动131749场次，任
务完成率109.8%；2000名乡土文化能人艺人共开展活动29426场次，任务完成率122.6%；4000名乡村文化带头人共开展活动62393场次，任务完
成率129.9%；“送戏下乡一万场”共完成演出15460场，任务完成率150.8%。群众文化品牌、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乡土文化能人、
乡村文化带头人验收合格率均达100%。2021年用于20项群众文化服务品牌600万元，培育4000支乡村群众文艺队伍（文艺小分队）共计480万
元，每支队伍1200元；挖掘2000名乡土文化能人艺人117万元，每县1万元；培养4000名乡村文化带头人共计320万元，800元/人，成本均达标
。

效益情况及
分析

2021年，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充分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推动实施“山西省
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截至2021年年底，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圆满完成，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扩大了群众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满足了基层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高质量、更高品质，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同时也丰富了基层公共文化人才队伍。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各地群众对群众文化惠民工工程项目的满意度达95%。

主要经验做法

1.主题突出，紧贴时代脉搏。群众文化惠民工程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线，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着力在全社会大力营
造“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团结奋进、开创新局的浓厚社会氛围。开展各项活动囊括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广场舞、大合唱、戏剧、摄
影等内容，反映出全省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展现出的新时代三晋儿女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的新风貌。
2.全民参与，群众基础深厚。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惠及群众宗旨，通过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蓬
勃开展、层层开展、广泛开展、深入开展、持久开展极具地方风情、民俗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将群众文化活动延伸至群众田间地头、家门广
场，带领群众农闲时候唱一唱、节庆时节跳一跳，不断培育壮大基层群众文化队伍，有效占领基层文化战地。
3.品牌引领，提升活动品质。以重点打造省级群众文化服务品牌活动为示范引领，注重品牌活动的内涵品质，着力带动、推动各级自创、自办
独具地方特色活动品牌能力，有效扩大活动的参与度和覆盖面。如广场舞大赛，在沿袭一般广场舞特点的基础上，广泛加入山西民歌元素，让
大赛独具一格，极具山西风味。再如农民工歌手大赛，歌手盛装出场、表演专业，一改人们对农民工的传统认知，展现了山西农民工新时代新
风采。
4.注重融合，彰显资源优势。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充分注重文旅融合。“美丽乡村”2021年山西省乡村村晚大比拼选择晋城市皇城相府进行决赛
、“盛世鼓乐”2021年山西省锣鼓大赛选择运城市永济鹳雀楼景区决赛、“秀美长城”2021年山西省旗袍秀大赛在雁门关景区和北岳恒山景区
进行展演、“赞百年  歌盛世”文化志愿服务三晋行在应县木塔、太原古县城开展活动，将公共文化送到景区，有效助力景区品质提升，是公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资金投入存在在短板。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约，全省各地对于群众文化经费投入普遍偏少，具体表现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质量较经济发达
省份较差，日常维护不足，导致群众文化阵地不能较好地满足群众开展文化活动需求。服装器材、设施设备较为陈旧，一定程度地影响和制约
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2022年全省20项品牌活动支持经费更加紧张。群众文艺作品创作、排演缺乏专项经费支持，全省群众文艺作品整体创
作质量还需提升，能够搬上舞台的成熟新作品数量不足。专职群众文化工作人员待遇偏低，积极性、活跃性、创新性不足。
2.城乡群众文化活动差距较大。一方面是受季节性影响，乡村群众文化活动大多在农闲时开展，农忙时节开展活动少。另一方面是受生活水平
影响，城市居民较乡村居民更为重视参与文化活动，更加注重满足自身精神文化生活。
3.人才队伍断档、缺乏。受编制体制制约，近年来，全省各级文化馆缺乏年轻专业人才补充，从事群众文化专职工作人员，普遍存在青黄不接
的断档现象，导致专业指导不够，群众文化活动仍以群众爱好自办为主。中老年群体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对年轻人吸引还需加强，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文化队伍的发展壮大。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在下一步组织实施群众文化惠民工程过程中，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民生实
事要求部署，着眼乡村振兴战略，着眼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繁荣群众文化事业，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产品供给，扎实推
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



附件3

全省文化艺术创作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全省文化艺术创作费

主管部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00.00 1800.00 1695.34 10 94.19% 9.4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00 0.00 0.00 -- --

          省级财政资金 1800.00 1800.00 1695.34 -- 94.19%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00 0.00 0.00 --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群众文艺创作单位原创或移植改编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类群众文艺作品，对
新编剧（节）目创作、设计、评审等给予资助，对重点剧目和精品剧目深加工进行补

助，提高精品剧目赛事展演次数，不断增加精品剧目，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满足
度。

完成、新编剧（节）目资助9部，包括话剧《于成龙》、舞剧《太行山上》

、交响乐《黄河》等；移植改编文艺作品2部，包括话剧《于成龙》、上党
梆子现代戏《申纪兰》。文艺作品剧本质量均达80%，精品剧目赛事展演

5次，各剧目创作完成时间均在2021年12月之前完成，创作总投资成本每个
约500万元。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山西精神”认同度、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满足度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原创文艺作品数量 ≥2部 ≥2部 9部 6 6

重点剧目、精品剧目深
加工补助数量

≥2部 ≥2部 2部 6 6

新编剧（节）目资助数
量

≥2部 ≥2部 9部 6 6

移植改编文艺作品数量 ≥2部 ≥2部 2部 6 6

质量指标
剧本质量达标率 ≥80% ≥80% 80% 7 7

精品剧目赛事展演次数 ≥5次 ≥5次 5次 7 7

时效指标 创作完成时限 12月31日以前 12月31日以前 12月31日以前 6 6

成本指标 平均创作成本 ≤500万元/部 ≤500万元/部 500万元/部 6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山西精神”认同度 ≥80% ≥80% 80% 6 6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剧目增长率

≥10% ≥10% 50% 6 6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满足度

≥80% ≥80% 70% 6 5.25 有待进一步提高

“山西故事”知晓度 ≥80% ≥80% 70% 6 5.25 有待进一步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优秀作品持续影响期限 ≥5年 ≥5年 5年 6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艺术从业者满意度 ≥90% ≥90% 90% 5 5

社会公众满意度 ≥85% ≥85% 90% 5 5

总分 100 97.92 

项目绩
效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我厅重要职能之一即加强全省文艺创作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以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有重点的创作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另外省政府工作报告
也提出：建设“文化晋军”。大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推出一批富有中国气派、山西特色的精品力
作。据此，我厅2021年度继续设立全省文化艺术创作费项目。2020年底我厅发布申报通知，由省直各艺术表演院团申报重点
选题创作剧目，文旅厅组织专家对项目的思想内容、创作构思等方面进行评审，根据全省不同门类创作的实际情况提出重点
剧目的相关意见，经党组会通过后根据剧目建设推进程度拨付补贴资金。
2021年度该项目涉及资金1800万元，其中艺术处涉及资金1600万元，公共服务处涉及资金200万元；省本级涉及资金1400万
元，市县涉及资金4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项目支出资金1695.34万元，预算执行率94.19%。

产出情况及
分析

原创文艺作品9部：包括话剧《于成龙》、舞剧《太行山上》、交响乐《黄河》、儿童剧《废品历险记》、民族管弦乐《青
青右玉》、话剧《路》、歌舞剧《桃花红杏花白》、晋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型革命现代京剧《求真之子-彭真》。
重点剧目、精品剧目深加工补助2部：话剧《于成龙》、上党梆子现代戏《申纪兰》。
新编剧（节）目资助9部：包括话剧《于成龙》、舞剧《太行山上》、交响乐《黄河》、儿童剧《废品历险记》、民族管弦
乐《青青右玉》、话剧《路》、歌舞剧《桃花红杏花白》、晋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型革命现代京剧《求真之子-彭
真》。
移植改编文艺作品2部：包括话剧《于成龙》、上党梆子现代戏《申纪兰》。
剧本质量达标率：各剧目均通过评审，文艺作品剧本质量均达80%。
精品剧目赛事展演5次：《表里山河》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百首”全国优秀新创歌曲；《
刘胡兰》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文明太后》参加了文化和旅游
部“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刘胡兰》《申纪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参加了“杏花奖”评选；《表里山河》《文
明太后》《傅山进京》《青青右玉》等入选百年百部。
各剧目创作完成时间均在2021年12月之前完成，创作总投资成本每个约500万元。

效益情况及
分析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山西精神”认同度、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度、“山西故事”知晓度均达70%，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剧目增长率达50%（2020年4部、2021年6部，包括《表里山河》《文明太后》《傅山进京》《青青右玉》《最后一笔
党费》《红军娃》），优秀作品影响力持续期限较长。



项目绩
效分析

自评结果分
析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艺术从业者满意度及社会公众满意度均达90%。

主要经验做法

1.产教融和，校企合作，院团合一出成果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创排的大型话剧《太行》于2021年3月首演，截至2021年9月30日已演出40余场，观看单位80余家，观众达
28,000多人,成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的“新课堂”，受到观众喜爱。该剧反响强烈，一方面源
于艺术手法及重大题材，另一方面源于主创单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院团合一”的办学模式。该剧由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戏剧影视学院、山西华晋舞剧团和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三家共同完成，表演由戏剧影视学院负责；灯光音响设备、作曲、舞
蹈则是由华夏艺术团和华晋舞剧团负责。在教学上，演职人员男一号及男二号均为著名话剧演员，作为学院的客座教授，在
排练中教学，学生在排练中学习，始终践行课堂教学—艺术创作—艺术实践—市场检验的教学思路。在坚持教书育人的同
时，将自身建设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产教融合，提升办学水平，相互促进出精品。
2.围绕弘扬传统文化的创作主题，凝练出山西文化特色和内涵。平遥推光漆是山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在中国漆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亲重的作用，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由太原市话剧团
和山西省艺术研究院联合制作推出的话剧《漆艺人生》，紧紧围绕弘扬传统文化的创作主题，凝练山西文化的特色和内涵，
创新山西故事的艺术表达方式，深度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以传承优秀推光漆技艺为内核。话剧《漆艺
人生》坚持弘扬主旋律，挖掘富有生活气息和时代感召力的山西本土故事，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深刻勾画出平
遥推光漆大师们追求卓越和无私传承的工匠精神，又折射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讴歌了传统手工艺大师们
爱家爱国爱艺的情怀，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精深思想内涵和强烈戏剧张力的优秀舞台作
品，极富感染力、暖心力和影响力。
3.建立健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长效机制，大力推动艺术创作。一是抓好采风基地建设。认真总结近年来“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艺术创作主题实践采风活动工作经验，以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和创作采风活动常态化开展为
目的，围绕我省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创作主题，认真研究、精心谋划，集中建设了一批常态化创作采风活动基地，积极开
展了丰富的主题创作采风活动。二是讲求实效 ， 实施专题创作采风 。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间节
点，认真落实功勋荣誉表彰主题重点创作任务，深入挖掘我省英模事迹，选取申纪兰、张连印两位功勋模范人物，精心组织
创排相关剧目，针对性开展了专题创作采风。三是强化引领，开展采风主题研讨。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创作
采风活动中，鼓励创作人员带着剧本参与活动，围绕采风主题，穿插安排专题讨论、采风心得交流等多种研讨活动。通过导
向正确、集思广益的深入研讨，澄清了相关主题创作中所存在的错误倾向和认识误区，起到了良好的创作引领作用。
4.摸清艺术创作人才家底，加强艺术人才队伍建设。一流的人才，才有一流的作品，创作人才是影响我省舞台剧项目申报
率和立项率的关键要素。为抓好我省的创作人才队伍建，对全省的创作人才进行了地毯式的摸底，涉及编剧、导演、舞美、
音乐四个行业，摸底范围有 11 个市和省直系统的在编在岗创作人员和多年从事创作的业余人员。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省目前舞台剧创作现状有高原无高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度及“山西故事”的传播知晓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影响。
有高原无高峰是这是我省目前舞台剧的创作现状，立项项目 219 项，但滚动资助立项率低，也说明我省已立项项目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进一步强化监督，加强项目质量管理。为进一步攀登高峰，我厅计划分别从意识形态、艺术质量两方面进行管理。一.是继
续严把意识形态关。作品的政治性是第一位，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坚持以正确导向引领时代风
尚，采取一票否决制原则，严把意识形态关。二是重抓艺术质量。项目的生命力在于项目的艺术质量，不同项目类型的评价
标准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