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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广州市荔湾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广州市荔湾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组织广大文

艺家，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服务。

2.指导、协调区属文学艺术社团、协会（学会）开展工作，

配合党和政府各时期的中心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参与策划和组

织重要的专业性文艺创作、展演活动；推广普及社会主义文学艺

术活动，提高、发掘与扶持具有地方特色、民族个性和民间活力

的文化艺术项目，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3.加强与文学艺术社团、协会（学会）以及相关部门的广泛

联系与合作，促进区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加强与港澳台地区及

国外文学艺术界团体、人士的交流与合作，宣传介绍本区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情况，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团结与友谊。

4.加强对文艺家和专业人员的联络、服务，反映他们的意愿

和要求，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5.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文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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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预算数 317.32 万元，执行数 317.3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按资金来源分，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17.32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 0 万元，其他资金支出 0 万元。按支出性质看，基本支出

237.09 万元，项目支出 80.23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2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推动

荔湾文艺繁荣发展。围绕省、市、区工作任务，举办各类文艺创

作、文艺活动，加大联系文艺工作者，保障“文艺之家”正常运

作，推动荔湾文艺繁荣发展。

（四）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围绕省、市、区工作任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推动荔湾

文艺繁荣发展。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2022年，全年组织文艺活动 40多场，在中央、省市区媒体

和刊物刊发文艺活动新闻信息 260多篇。

1.书写人民，见证发展，讲好打造老城市新活力示范区的荔

湾故事。发挥文联职责职能，加强部门联动，紧密沟通对接，结

合历史文化街区升级改造，挖掘整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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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资源全域融合发展。开展中国曲艺之乡工作，创建广州市

粤剧曲艺传承实践基地，以曲艺为纽带，助推人文湾区建设。拍

摄制作广东小调新唱《挥春》MV，将粤曲+说唱+数白榄+流行

音乐+电子音乐+街舞等元素相结合，将现代潮流风尚与传统艺术

风格相融合，体现老西关新荔湾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景象。通过线

上短视频的方式让市民感受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展现活力迸

发、朝气蓬勃的荔湾形象。举办“粤剧相声讲堂”，以粤语为主

体，通过相声的“说学逗唱”形式，以粤剧的“唱念做打”作表

演示范，推广介绍粤剧传统文化。举办“启航新征程 筑梦大湾

区”荔湾区美术书法作品展，以诗书画形式展现中国精神、中国

速度，书写荔湾情怀、荔湾故事，展示荔湾打造老城市新活力示

范区的生动实践。举办“讲好荔湾故事 延续西关记忆”主题征

文活动，反映荔湾老建筑的自有特点、历史文化、功能演变、人

物轶事，体现历史建筑作为物质存在的人文价值。举办《享自在》

春风秋月美沙面陆梅画展，展现西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风

韵。举办荔湾区“翰墨颂八一、丹青谱忠诚”双拥书画展，通过

艺术的形式多角度展现人民军队难忘的历史瞬间及退役军人的

精神风貌。承办 2022年“湾区诗会”之上巳节雅集，打造“诗

词之都”，用诗歌“读懂广州、热爱广州、奉献广州”。举办“有

嘢听——荔湾寻声记”现场实验音乐表演活动，通过声音驻地创

作，采集还原西关生活场景，寻找老城市的活力之源，展示传统

与现代对话交流融古出新的和乐之美。举办“荔湾艺境”——“寻

找世界的荔湾”暑期文化研学活动，带领孩子触摸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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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脉搏，感受灵活开放、包容并蓄的岭南文化。举办影·张·相

——张伟清·荔湾十年手机摄影作品展，记录广州城的百姓生活、

时代温度和人文精神。举办“金湾奖”荔湾原创歌曲大赛，打造

荔湾原创音乐品牌。

2.深入生活，讴歌时代，打造文艺为民服务品牌。举办“读

懂广州，读懂荔湾”永庆坊大学堂《走进西关大屋》《岭南文化

与世界的思考》《屈大均诗词导读》宣讲活动，带领观众走进西

关文化的精神原乡，解构粤商文化，品读西关故事，诠释城市记

忆，读懂西关文化的深厚传统、建筑美学和精神内涵，导读赏析

广东历代著名学者的诗话趣事和文学情怀，将诗词蕴含的意韵、

哲思和美感融入当下生活，感悟时代精神，提升城市文化品格。

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百团合唱展演，唱响爱党爱国的新时代赞

歌，擦亮广州作为“世界合唱之都”的文化名片，引导市民群众

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投身“强国复兴，奋斗有我”

的时代洪流。开展广州文艺市民特色空间（珠江钢琴创梦园）创

建工作，举办“五世同堂”——齐白石家族传承艺术展开幕式暨

广州文艺市民特色空间（珠江钢琴创梦园）揭牌仪式，让市民群

众共同感受“民族文化复兴，传承齐派艺术”，助力广州实现老

城市新活力，推动打造广州文化城市名片。举办广州文艺市民空

间“青春‘艺’起来”活动品牌系列活动，积极践行“文艺惠民、

文艺为民、文艺乐民”文艺志愿服务宗旨，打造青年文艺家与人

民群众互动交流的平台，讲述青年文艺工作者背后的故事，凝聚

和带动更多文艺市民和青年文艺爱好者。举办“春满羊城——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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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书法名家花艺师壬寅春联插花联展”，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社区群众书写春联、送“福”送

温暖，展示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以音乐、歌舞、粤

剧、曲艺等形式，奏响新年新气象，传承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的

中国年文化，表达新春佳节人们庆贺丰收、祈福风调雨顺、家人

团聚的美好愿景，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举办

“开卷有益，众享悦读”全民公益阅读活动，将“文学进社区”

项目打造成为作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作家深入生活、市民群众

近距离感受文学的平台。创办荔枝湾文化交流协会民间文化传承

基地，加强交流合作，更好地传承弘扬民间传统文化。

3.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做好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引导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

作、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重要论述以及对广东、广州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增强抓好问题整改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

觉。持续深化理论中心组学习，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充分利

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落实，力求学

深学透、融会贯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主动权，坚

决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引导文艺

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

举办粤剧曲艺名家新春座谈会，邀请粤剧曲艺名家围绕粤剧曲艺

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传播推广、交流平台拓展等主题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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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举办“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法治宣传讲座，提高机关

工作人员运用民法典维护文艺工作者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和水平。加大对文艺协会管理力度，加强对引导、服务、管理、

协调，荔湾区美术书法家协会更名为区美术家协会，并成立书法

家协会。迅速响应，闻令而动，组织党员志愿者支援金花街、昌

华街、彩虹街、广州国际健康驿站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展现荔湾

人守护家园守护群众健康的责任担当。举办“众志成城 文艺抗

疫——荔湾区美术书法线上展”，反映抗击疫情斗争中涌现出来

的感人形象和典型事件，发挥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

以文艺工作者的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贡献。

（二）重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2年，全年组织文艺活动 40多场，在中央、省市区媒体

和刊物刊发文艺活动新闻信息 260多篇。广东南音《同心结》荣

获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广东南音《沧桑十三行》荣获广

东省第三届曲艺之乡（中国）精品展演三等扶持奖励，诗歌《龙

舟竞渡》获 2022 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报

告文学《一袭白衣做铠甲》获广东最美退役军医征文二等奖。区

文联副主席谭广辉先生获 2022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薪传奖。举办各类文艺活动，开展文艺研究、创作、宣传、

交流、培训等工作。举办“启航新征程 筑梦大湾区”——荔湾

区美术书法作品展、“礼赞新时代 活力新荔湾”文艺演出、2022

年“金湾奖”荔湾原创歌曲大赛、2022 年中国曲艺之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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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广州文艺市民荔湾空间“活力西关 魅力非遗”系列活动

项目、荔湾艺境-趣荔湾研学计划项目、人民的城市，人民的路

——沙面艺术活动之张伟清手机摄影作品展、同道同行——广州

市荔湾区美术作品巡展等文艺活动；举办文艺协会座谈会、粤剧

曲艺名家新春座谈会、“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法治宣传讲座、

区情区史的学习等，并不定期拜访及慰问艺术家，加强对文艺工

作者的引导、服务、管理、协调。

（三）主要工作成效

2022年，全年组织文艺活动 40多场，在中央、省市区媒体

和刊物刊发文艺活动新闻信息 260多篇。广东南音《同心结》荣

获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广东南音《沧桑十三行》荣获广

东省第三届曲艺之乡（中国）精品展演三等扶持奖励，诗歌《龙

舟竞渡》获 2022 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报

告文学《一袭白衣做铠甲》获广东最美退役军医征文二等奖。区

文联副主席谭广辉先生获 2022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薪传奖。加强团结引领文艺战线，擦亮荔湾文化“金名片”。

讲好率先建设老城市新活力示范区的荔湾故事，打造文艺为民服

务品牌，做好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引导工作。举办文艺展览，开展

中国曲艺之乡工作项目，中国曲艺之乡调研复核工作，广州文艺

市民荔湾空间系列文艺活动项目，荔湾艺境-趣荔湾研学计划项

目等；发挥组织优势，凝聚共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引导文艺

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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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生动讴歌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

举办文艺协会座谈会、粤剧曲艺名家新春座谈会、“美好生活·民

法典相伴”法治宣传讲座、区情区史的学习等，并不定期拜访及

慰问艺术家，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服务、管理、协调。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需要各相关单位、文艺协会、文艺

工作者的支持和配合，需提前谋划，做好资金使用预算。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二是进一步整合资

源，合理安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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