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规模空前的山西省煤炭资源
整合接近尾声。山西银监局调查数据显
示，约有 1400亿元的资金从煤炭领域释放
出来。一时间，这些资金的去向成为了全
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同年，另一个产业也
传来好消息，随着《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
出台，全省文化产业迅速逆势上扬。

就在这年年底，山西汾阳市 24 家煤炭
企业同兼并方签署了资产和采矿权转让协
议，从此退出煤炭领域。孔祥生便是这 24
位“煤老板”中的一员。退出煤炭业之后，
孔祥生转身进入了文化领域。

“这块碑是最有文化的东西。”站在粉
饰一新的汾州府文庙长廊里，孔祥生不仅
说起壁画、石雕的来历如数家珍，还能大段
背诵碑刻上的文字，让人无法将其与黑大
粗的“煤老板”联系起来。这条长廊通往的

汾州府文庙，正是孔祥生投资上亿元、耗时
3 年重建起来的。据他介绍，转投文化产
业，首先是看上了这一产业的发展潜力，以
及政府大力支持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自
己也的确想做一番利在千秋的事业。

在山西，有着同样想法的“煤老板”比
比皆是。老虎头鞋、盘扣、高跷、秧歌⋯⋯
看到山西璀璨的民间工艺，企业家谭文华
想在太原市建一处中华民俗文化产业园
区，已经有“能源商”表现出浓厚的合作兴
趣，初步确定了 4000 万元左右资金的投
资意向。

煤炭企业转型文化企业，实现了“地下转
地上、黑色转绿色”。对企业自身而言，扩大
了发展潜力，避免了资源枯竭带来的危机；对
全省而言，使得经济结构更趋于合理，同时实
现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协调发展。

一企业欲试水文化产业，所在地领导让其

找我讨创意，我建议他们把黑猫警长“拣”起来，

用现代科技手段和营销方式将其做大、做长、做

强。没想到人家一脸失望地说，领导让做的是

文化创新，想要的是新创意。我也颇为失望，为

黑猫警长哀，更为文化创新叹。

既然创新是探索，便无固定路径。如果硬

要归类，文化创新大致可理出 3 类路径，一类可

叫作横空出世型，即完全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模

式或一个前无先例的产品；二类可谓之传承发

展型，即从传统文化资源里挖掘培育出新的产

业模式或产品；三类可称为借鸡生蛋型，是利用

外部文化资源和市场要素，创造出自己的产业

模式或产品。

显然，拣起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黑猫警长，

以新技术和新思路发展之，当属第二类创新，即

传承发展型。事实上，过去几年我国文化领域的

产业和产品创新，主要是走第二条路径，通过第

一路径功成者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可能与

我们文化资源相对丰富、文化创意产业尚在起步

阶段等有关，亦可能与我们的眼界与胸怀还不够

宽广有关。不过，这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或是错

误，即使美国这种文化产业强国，其创新也主要走

着第三条路，间或第一条路。因为，神来之笔的横

空出世本就可遇不可求，若再希冀这类创造在文

化市场上一举成功成名，就更是小概率的了。

所以，一般意义上，文化创新不是技术发

明，只是创造性地利用资源而已。如此说来，

“拣”起黑猫警长未必不是创新。“拣”起被扔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黑猫警长，以新的视野、新的

市场观，赋予它新知识、新技能、新职责甚至新

的工作环境，那个尽职守责、机敏勇敢、生气勃

勃的黑猫，应会成为 21 世纪最受欢迎的警长，

黑猫家族及森林王国的众生们也会成为文化市

场上受欢迎的产品。因为“70 后”、“80 后”和他

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黑猫警长的粉

丝，又都是这个时代文化市场消费的主体。

当然，因版权、体制、地域等原因，“拣”起黑

猫警长会困难重重，但这个过程本身不就是一

种创新探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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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西由挖煤走向挖文化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春节临近，山西平遥的民俗旅游日渐
升温。一家人携老扶幼，逛逛古城、贴个窗
花、买上几件推光漆玩意儿，越来越多的城
里人到这儿来感受传统文化气息。

推光漆器，自古以来就是平遥的一大
宝。其始于唐，盛于明清，与北京金漆、扬州
螺钿、福州脱胎并称“中国四大漆器”，曾远销
东南亚、欧洲等地，盛极一时。2006年，平遥
推光漆髹饰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随着平遥古城旅游升温，平遥县城短
短时间内就冒出了推光漆器前店后厂近百
家，小作坊之间无序竞争，产品质量良莠不
齐，大大影响了平遥推光漆的整体形象，一
些传统手工艺也濒临失传。

近年来，伴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春风，一方面，政府对文化产业备加重视，
倾力扶持；另一方面，许多有眼光的煤焦企
业家也纷纷进入文化产业。

郭兴银就是其中的一位。其所拥有的
山西平遥煤化集团是山西省 130 家煤炭主
体企业之一，2011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54 亿元。当嗅到山西全省上下对文化产
业高度重视的政策气息，再加之对平遥推
光漆器的热爱，郭兴银一举进入这个领域，
并下定决心干出一番成就。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11 年，投资预
算为 1.3 亿元的平遥推光漆器文化产业创
意园项目正式启动。2012 年 9 月，创意园
揭牌。据统计，投入运营以来，公司已实现
产值 2500 万元，营业额 1980 万元，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 8 万人次，安置下岗职工和富
余劳动力 160人。

《寿星图》里，慈眉善目、长须飘逸的
寿星佬笑意盈盈；《月下荷塘》，蛋壳镶嵌的
花瓣脉络分明、晶莹光洁⋯⋯在推光漆艺
博物馆内，郭兴银一一介绍着这些璀璨的
推光漆器精品。他说，“只有产业化发展，
才是对这一技艺的最好传承。能把手工艺
品做成大产业的，应该是既有资金又有市
场拓展能力的大企业。对于企业来说，这
也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由‘挖煤’向‘挖文
化’转型的好路子”。

2012 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山西晋城
的“皇城相府”景区实现门票收入 1400 万
元，超越五台山、云冈石窟等老牌旅游目的
地，位列山西全省各景区之首。

“皇城相府”是继“北京故宫”之后的全
国旅游界第二个中国驰名商标，继五台山
和云冈石窟之后的山西省第三个国家 5A
级景区。

徜徉在皇城相府脚下的皇城村内，花
园洋房似的小楼鳞次栉比，大红的灯笼高
挂在家家户户的门楼上，容光焕发的皇城
村村民身上透出满满的自信。

你一定无法想象，曾几何时，这里也
是一个“挖煤村”。

上世纪 90 年代，依靠煤炭收入，皇城
村村民过着还算不错的小日子。然而，煤
迟早是要挖完的，到时怎么办？经过千思
万想，皇城村党总支书记张家胜带着皇城
村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又艰难的文化旅游
开发之路。

当时，“皇城相府”名不见经传，谁都
可以任意出入，却还是鲜有访者，就连康
熙皇帝御书的楹联圣碑也让村民给垒了
煤池子。文化旅游是一个大投入、慢回
报的行业。开发初期，它甚至像个无底
洞，多少钱扔进去都不闻声响。面对多
方的质疑和巨大的困难，张家胜挺住了，
皇城村村民也一步步看到了曙光，尝到
了甜头。

如今，10 多年过去了，文化产业的特
质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它给这
座村庄带来了知名度和高收入、带来了相
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蓝天、带来了
绿树、带来了留给子孙后代的好环境。

近年来，像皇城村这样通过“黑色转绿
色”而致富一方百姓的事例，在晋城比比皆
是。兰花集团投资 5 亿元开发王莽岭景
区、陵川县煤运公司投资 7500万元开发黄
围山景区,晋城的知名景区无一不是煤矿
企业投资开发的。

来自煤炭企业的大量资金投入，加快
了晋城旅游业的发展，也使之成为有力
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富民行业”。

转 身转 身

掘 宝 深 耕深 耕

在 1 月 11 日至 13 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700 余家参展单位携约 50

万种图书参加。海外版权交易引人注目并创新高。近年来，大量优秀的文化

产品引入国内，在带动国内文化市场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版权交易市场

逐步与国际接轨。

订货会上，享誉世界的经典儿童安全动画《消防员山姆》的主人公山姆“现

身”，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高价签约《消防员山姆》，荣膺国内儿童图书版权成

交额冠军。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满足读者个性化服

务需求，正在成为数字

出版发展的一个趋势。

2013 北 京 图 书 订 货 会

上，一款由中文在线公

司推出的“微书房”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微书房”是一款基于

数字图书存储技术的“个人

电子书房”，除初始内置的

500本精品图书外，还可免

费下载上万册各类图书。

本报记者 金 晶摄

雪白的荷花、娇艳的牡丹、栩栩如生的飞
鸟⋯⋯走进河北省平泉县“碳文化体验馆”，琳琅
满目的活性炭画散发出浓浓的文化气息。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精美画作的主要原料竟来
源于一颗颗普通的山杏。

作为一个山区县，河北平泉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山杏产业，全县现有 67 万亩山杏林，年产
果壳活性炭 5 万吨。为提高活性炭附加值，近
年来，平泉通过文化创意理念，综合运用传统彩
绘、布贴、雕刻、剪纸等多种民间工艺，将炭颗粒
制作成具有较强实用价值、观赏价值和生态价
值的活性炭装饰画、工艺品等，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富民之路。 王 晓摄（新华社发）

山杏铺就

文化富民路

1 月 10 日，在平泉县“碳文化体验馆”，工

作人员为活性炭画上色。

1 月 10 日，在平泉县“碳文化体验馆”，工

作人员为活性炭画上色。

本版编辑 张 雅

制 图 夏 一

平泉县“碳文化体验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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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频现亮点频现

地下煤炭和地上文化是山西的两大

富矿。曾几何时，“挖煤”似乎成为了民

间资金惟一的关注点。

近年来，随着山西省煤炭资源成功

整合，以及发展文化产业巨大热情的迸

发，众多“煤老板”怀揣巨额资金投入到

“挖文化”的行列中，煤焦资本支撑的文

化产业在山西遍地开花。

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所说，对

于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山西而言，

文化产业将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重要力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2年，文化热在这个煤炭资源大

省迅速升温，华丽转身的“煤老板”们也

逐渐尝到了甜头。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充满信心、充满力量，这一要求让我们看到了“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

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美好发展前景。

如何“让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带着问题、带着希望，我们的记者分赴大江南北，去发现去调查，希望成为“充分

涌流”的见证者，更希望为“充分涌流”助一力。

只有产业化发展，才是

对传统技艺的最好传承。既

有资金又有市场拓展能力的

大企业，能够把手工艺品做

成大产业。

文 化 旅 游 带 来 了 知
名度和高收入、带来了相
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
来了蓝天、带来了绿树、
带来了留给子孙后代的
好环境。

煤炭企业转型文化企业，实现了“地下转地上、黑色

转绿色”。对企业自身而言，扩大了发展潜力，避免了资

源枯竭带来的危机；对全省而言，使得经济结构更趋合

理，实现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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