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文艺创作、演出补助经费实施方

案

二、立项依据

“彩云奖”比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

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 号）、《云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2018〕71 号、《玉溪市加快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

方案》（玉政发〔2018〕27 号）精神、《中共新平县委常委会

议纪要〔2017〕（45）》指示精神，我单位积极响应并筹备组

织，力争寻求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用艺术创作的形式响应

相关政策。

文化惠民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系列讲话精神，按照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

发 2020 年-2024年深入开展“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惠

民演出活动的通知》（云文旅通〔2020〕19 号）和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市政府报告和十件惠民实事分

解的通知》（玉政办通〔2020〕5 号）要求，新平全县扎实开

展 2022 年度“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动，积极筹措安排相

关事宜，确保全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工作顺利开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群众文化工作队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加强对新平县的宣传，更好的传播推广花腰傣文化品

牌，深入挖掘本土传统文化提供契机，新平县群众文化工作

队积极参与各项赛事，争取演出机会，为加强对外交流而努

力，同时积极开展文化惠民相关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日益

提高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保障。2022 年，新平县群众文化工

作队将通过文艺创作、演出补助经费实施方案，从提高花腰

傣文化品牌影响力促进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及文化惠民下

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两方面着手，创作一

个可冲击奖项的民族特色舞蹈作品，参加 2022 年举办的“彩

云奖”，为更好传播推广花腰傣文化品牌作出贡献，同时积

极主动下基层，进行文化惠民演出，预计全年演出 70 场，

其中 12 个乡镇共 24 场，切实将更多惠民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去。两个项目资金 5.00万元（伍万元整）。

“彩云奖”比赛将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确保各项工作可

以顺利实施，项目主要负责人：

队长：封黎维 新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队长

副队长：冯萍 新平县群众文化工作队副队长

文化惠民演出主要负责人：

组 长：蒋成永 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副组长：何永进 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成员：封黎维（群众文化工作队队长）、冯萍（群众文



化工作队副队长）、张金涛（群众文化工作队副队长）

职责：组长负责统筹布局、综合协调等工作；副组长负

责项目创作进程的监督管理；队长将负责具体项目实施的整

体把控、组织、协调及管理；副队长将配合队长进行相关工

作的管理及对演员的管控，各司其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切实完成。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彩云奖”比赛具体实施内容为：

创作一台可以冲击奖项的文艺作品，计划在 2022 年一

季度组织人员分别深入不同地区进行深度走访，1 月组织编

导及主要人员到多地基层深入挖掘关于民族地方特色小调，

收集可用、具有特色且具有传承意义的音乐素材；2 月、3

月组织编导及主要创作人员深入多地基层，实地走访不同的

地区，参与各地方的活动，了解本地民间艺术形式的构成，

深挖各地区有意义、有特色的的故事，通过演出形式的呈现，

各个作品背后的故事内涵的了解，整合整理一批具有感染性

的舞蹈素材，深入了解，确定素材，反复讨论如何以更生动

的形式将这些舞蹈素材创新运用，以达到预期效果。在第二

季度，将对项目的各项工作实施的更为具体，如 4 月，从基

层收集到的各项音乐、舞蹈素材资料通过筛选，选取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素材进行整合，定下“彩云奖”参赛项目的主基

调，完成作品的框架，完成作品剧本，编导及主创人员集思

广益，对作品的剧本进行修改及作品样品基础编创，并且对

于作品音乐进行创作，确保后续工作更好的开展；5 月完成



作品，反复排练，确定每一个动作理解到位、熟记于心，同

时对于作品的服装、道具进行定稿，切实符合作品定位，以

期达到在作品内涵及视觉效果同时让人惊艳的效果；6 月，

作品大致完成，将聘请业内资深专家来我单位对作品进行评

估，修改完善作品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加工，反复打磨

排练，确定作品以最完美的状态呈现；7 月，经过反复打磨

排练将邀请市县级领导莅临，对作品进行检阅，同时收集观

看作品的感受反馈及意见建议，并对作品进行修改，确定最

终作品版本。

2．文化惠民演出实施具体内容为：

文化惠民演出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演出乡镇

为：戛洒镇、桂山街道、平甸乡、古城街道、扬武镇、新化

乡，第二阶段：演出乡镇为：老厂乡、水塘镇、漠沙镇、建

兴乡、平掌乡、者竜。

全年不定期举行公益演出。

车辆安排

1．流动舞台车 1 辆；

2．40 座大巴车 1 辆；

六、资金安排情况

“彩云奖”比赛创作总投资 3.00 万元，资金具体安排如

下：

节目类型：花腰傣民族舞蹈

节目时长：5 分钟

演员人数：20 人



经费预算：

音乐：3.00 万元

文化惠民演出创作总投资 2.00 万元，资金具体安排如

下：

计划下乡演出 24场

舞台车聘请专业司机：0.30万元

下乡演员固定班车：1.50 万元

舞台车底幕及横标费用：0.20 万元

两项资金投入共计：5.00 万元（伍万元整）

七、项目实施计划

“彩云奖”比赛将于 1 月正式开始创作，同时对演员进

行选拔、服装道具音乐进行制作，到 7 月完成比赛（具体比

赛时间以下发比赛文件时间为准）。

惠民演出将创作以宣传党的各方政策会议精神、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质节目。全年演出节目新创作占比不低于

60.00%，观看群众满意度不低于 80.00%。全年演出任务 70

场，每场演职人员不得少于 20 人，演出时长不得少于 60 分

钟，观众不少于 100 人。（全年不定期举行公益演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参加 2022 年群众文化大家乐“彩云奖”比赛，利用此

次机会，充分发挥地方民族特色的作用，组织群众文艺专题

栏目，为优秀群众文艺作品提供展示平台。不断提高群众文

艺品牌活动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推动我县优秀群

众文艺作品广泛有效传播。深入挖掘和提炼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有益思想和艺术价值，对优秀传统民间音乐、舞蹈、戏剧、

曲艺作品等进行改编和艺术提升，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创

作元素。实施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移植改编计划，推出一批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发展文艺创作，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出精

品，出人才，积极开展业务交流活动。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

开展对外宣传和参与各种文艺比赛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扩大新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积极探索文化与旅游发展相

结合的新路子、开发演艺市场和文化产业项目，争取文艺精

品向文化产品转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带

动县域经济增长。

按照上级相关要求，强化组织，明确职责，坚持“深入

基层、扎根民心”，践行新时代文化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一批文艺节目，“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民族团结示范县”

“法制宣传”等题材鲜明、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进农

村、进校园、进企业等地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让人民群

众共享文化建设发展成果。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将严格要求，

制定相关规定，按要求执行：坚持导向正确原则：严格落实

意识形态责任制，把好政治导向关、节目质量关，倡导讲品

味、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确保文艺节

目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坚持公益性原则：“文化惠民”

文艺演出是保障基层群众文化权益、加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的公益性活动。演出团体在政府补贴外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坚持服务性原则：“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时根据各乡镇



的自然条件合理安排演出场地和场次，有针对性地提供符合

当地群众需求的文艺节目，让广大群众真正受益。坚持全覆

盖原则：“文化惠民”活动不集中在少数地区，“送戏下乡”

要全面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