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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广〔2019〕288 号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
实施“闽派”网络视听节目精品

创作与传播工程的通知

各设区市委宣传部、文旅局（广电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

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广电网络

集团，福建教育电视台，福建东南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各影视

制作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导下，我省网络视听作品创作生产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为贯

彻落实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的“激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

打造一批闽派文艺精品”的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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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产品和优质服务，打造“闽派”网络视听精品，省委宣传部、

省广播电视局决定实施“闽派”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与传播工

程。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

正创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出“闽派”网络视听

优秀作品，创新传播形态，增强传播效果，不断提升“闽派”网

络视听节目内容建设水平，努力打造“闽派”网络视听精品节目

高地。

二、任务目标

坚持互联网思维，创新理念，从作品创意、剧本创作着手，

引导我省网络视听节目“筑魂魄、接地气、聚人气”，制作一批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具有福建元素、书写中国故事和福建故事的网络视听节

目精品，打造“闽派”视频“百科全书”，并运用多种方式予以

推广和播映，着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精神食粮，以高质量文化

供给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实施内容

（一）支持各种创作主体开展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支持

各级广播电视台着眼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新趋势，落实移动优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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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顺应潮流，发挥优势，挖掘能力，积极投入“闽派”网络视

听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供给。引导网络视听持证机构和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机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提升网络视听节目生

产能力，创作生产出更多优秀网络视听作品。

（二）支持各种形态的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网络视听根

植于科技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互联网领域，随着科技的发

展，网络剧、网络电影（含微电影）、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

网络综艺、专业类网络视听节目等各种形态的网络视听节目日益

繁荣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支

持各创作主体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形势，链接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最新科技，加大 5G、移动互联、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创

新开发与应用，寻找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点，积极创作包

括网络影视剧、网络纪录片、网络综艺、专业类节目和高新格式

的长短视频、网络互动剧、VR/AR 视频、微综艺等在内的各种丰

富形态的网络视听节目。

（三）支持导向正确和福建元素鲜明的优秀原创网络视听节

目创作生产。网络视听作品创作生产必须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持以优质内容取胜，讲品位、

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坚持主流价值驾驭算

法。支持聚焦主题主线，加强以下题材作品的创作生产：

1.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历程，反映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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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生动实践的作品，特别是以展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的福建实践为主题的作品。

2.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要

时间节点而创作的重大主题作品。

3.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把人民作为创作和表现主

体的作品。

4.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

国的伟大创造中挖掘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反映时代的发展

巨变，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

时代的作品。

5.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美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6.根植福建元素，围绕福建文脉传承和时代变迁，展示福建

城乡发展和社会人文风貌，反映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

朱子文化、畲族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船政文化、侨乡文

化和闽台交流等特色题材，特别是以古田会议为代表的“红色”

故事、以清新福建为代表的“绿色”故事、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

表的“蓝色”故事等，具有浓郁福建特色的作品。

7.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用国际视角、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

福建故事，讲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具有精神高度、文化

内涵和艺术价值的“走出去”作品。

（四）支持“闽派”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多平台多渠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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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利用广播电视媒体、各类新媒体等全媒体多平台宣传推介和

展映展播“闽派”优秀网络视听节目。支持“闽派”优秀网络视

听节目参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共筑中国梦”等各类网

络视听评奖评优活动，参与金鸡百花奖、飞天奖、金鹰奖、星光

奖、海峡影视季、“视听福建”海外播映计划等影视节展活动，

扩大“闽派”网络视听节目对外影响力。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资金保障。加大对“闽派”网络视听节目创作传

播的扶持力度。省委宣传部和省广电局将设立“闽派”网络视听

节目精品创作与传播工程扶持资金，建立“闽派”网络视听节目

精品创作与传播工程项目库，面向全省征集评选网络视听优秀原

创作品、网络视听优秀创作机构、网络视听优秀传播平台和传播

机构、网络视听优秀编剧和导演等，适时开展主题创作作品展播

活动等，对“闽派”优秀网络视听节目的创作和传播予以资金扶

持。

（二）加强人才保障。省广电局与福建师范大学等省内有条

件的高校联合设立网络视听创作与传播研究中心，开展“闽派”

网络视听创作传播研究、作品创作指导、人才培训等，提升“闽

派”网络视听节目创作和传播水平。支持我省网络视听创作机构

和传播平台引进、培养“闽派”网络视听节目创作传播人才，与

省内外知名机构和传播平台建立网络视听创作传播人才实训机

制。

（三）加强平台保障。支持福州、厦门等有条件的设区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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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园区，支持泰宁县打造网络剧影视基地，

推动机构、人才、资本等要素向园区（基地）聚集，使之成为“闽

派”网络视听作品创新的策源地、生产传播的集散地。建立创作

机构与传播平台联系机制，支持我省“闽派”视听节目创作机构

加强与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国内大型传播平台的合作，推动“闽

派”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在知名视听网站首页首屏播出。采取定期

组织“闽派”网络视听节目推介会、扶持参与大型活动等方式，

宣传推介“闽派”网络视听节目及创意产品，推动“闽派”网络

视听节目的传播。

（四）加强服务保障。加大对我省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工

作的研究，完善重点网络影视剧备案审查工作制度等网络视听节

目内容建设管理机制，促进我省网络视听节目管理服务水平提

升。适时成立全省网络视听服务协会，建立完善网络视听监管和

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强化行业自律。

五、工作要求

（一）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加强对属地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

领导，重视加大对属地网络视听创作生产传播的政策倾斜和经费

扶持，积极推动“闽派”网络视听精品创作和传播。

（二）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作为网络视听行业主管部门，

要在本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完善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引导扶

持政策，做好“闽派”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与传播工程的组织

实施工作，配合开展“闽派”网络视听各项评先推优和展播工作，

指导引导辖区内相关机构提升网络视听节目精品设置和节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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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