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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旨在实

事求是地记述改革开放以来马鞍山文化市场产生、培育、

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基本状况，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

学性的统一，以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概述、大事记、各类市场专志、附录四部分

组成。采用章节体，共设9章、24节。全志以文为主，辅

以图表、彩照。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起自1980年，依事物发端适

当上溯；下限大体断至2000年。

四、本志部分专章正文前冠有无题小序，以纵述始

末，横陈现状，提示梗概。

五、本志行文，一律用语体文、记叙体，其行文称谓、

数字书写、历史纪年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年文化市场有关档案文书、

史志、年鉴以及有关单位提供的文字资料，限于篇幅，均

不一一注明出处。



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o(-q

鞍山市文化市场志>经过艰苦努力，终于问世了。

这是一项系统文化工程，是马鞍山文化史上一件

很有意义的值得纪念的大事。

此次修志，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用翔实的史料，回顾检阅二十

年来文化市场发展的历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

我市文化市场从1979年到1987年为艰难孕育时

期；从1987年至1992年为起步发展时期；从1992

年至今为繁荣兴旺时期。同时文化市场志较系统

地记述了马鞍山市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历史变化

和现实状况，着力体现文化市场行政管理执法部

门的职能特点。全志以概述、大事记、各类市场专

志作为宏观架构，以章节条目详记微观史实。全

书共9章，11万余字，力求主次分明，博而不芜，

约而不陋，凡所记述，皆具时代性、地方性、专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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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风雨兼程，二十年沧桑巨变。经过培

育和建设，我市文化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

经初步形成了包括演出市场、书报刊市场、美术市

场、电影市场、音像市场、娱乐市场、文物市场、文

艺培训市场等在内的综合型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了国有经济成份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开发

建设的多元化经营格局；初步形成了市、县(区)、

乡(镇)三级文化市场管理网络；初步形成了以法

治手段为主，综合运用行政、经济、舆论等多种手

段的全方位管理模式。文化市场的功能和作用逐

步得到体现和发挥，文化市场的运行机制逐步得

到改进和完善，为马鞍山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通过修志，可以做到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深远o

<马鞍山市文化市场志>的编纂工作，得到省

文化市场管理局、马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热情

关心和具体指导，特别是市志办原主任李昌志同

志不辞劳苦，夜以继El，广征博览，统合全书，执笔

完成了全部志稿。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搜集并

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

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马鞍山市文化市场志>的问世，正值世纪之

交，机遇难得。我受编纂领导小组的委托，为之作

序，愿与全局同志一道鉴古知今，扬长避短，勤奋

开拓，为马鞍山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和马鞍山的“两

个文明”建设而不懈努力。

耋鬻盖絮霎繁篙謦羹曾凤华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 ～一

二ooo年九月二十五日



石同志同歌橱铷、黄梅戏剧团、搿矗Z术馆演员的合景；。



j辩潞器，’“黄袖引明”““、“菅局雕“蚴鳃币电

l常哥9月．仝国卫生J金查陆对挽市‘创卫。工作进行．盘查验收。曰为植音团
行对我市歌豫蜈乐场所讲巧，金壹。



1999可3月．市委gU书记茆家塔视察文化市场。

1999年7H，币文化、t}安、1商部I]举办贵彻《麟乐场所管理条制)培洲班。



997年I习．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旧黄办主任曾凤华坷查书报十师场。

、
鹎8矸Io月全省文化市场法制年工作|盘查团来我市植查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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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年，淫秽书刊、浮秽、uJ光盘及各娄赌博机矶鞭销锄吼硒。

l州年7月．我局在市区主干道悬汗横幅宙传固嚣院J墒布∞《螟乐砀所管理
策例》。



圈为春节广场文艺演出

圈勾币群n艺术馆业末艺校，州L文艺培q



，——1

鲑雾』、琴k鬣蛋鳖f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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