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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让城市因文化而精彩
——河南开封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本报记者 党涤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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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享誉海内外的世界非遗——侗族
大歌引来了外面的游人。”贵州省从江县小
黄村村支书潘玉锦一脸笑容地说，“我们村
几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 1000 元，如今每天
接待游客上百位，年旅游收入 250万元。”

从江县城虽小，却是名副其实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大县。全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个、国家级 5 个、省级 18 个，涵盖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民间医药、民间手工技艺等 10
多个门类。全县有 58 位民族民间文化优
秀传承人，其中国家级 2人、省级 3人。

近几年来，从江县积极探索“非遗”产
业化路子，建设民俗文化村，打造文化产业
园，成立“非遗”展示交流中心，不断增强

“软实力”。他们先后打造了“最后一个枪
手 部 落 ”—— 岜 沙 苗 寨 、“ 侗 族 大 歌 之
乡”——小黄侗寨、“神奇的洗浴文化”——
瑶族药浴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非遗”品
牌，初步形成了以民俗文化、服饰文化、医
药文化和饮食文化为主的“非遗”产业。

小黄村是极负盛名的“侗歌窝”，先后
被贵州省文化厅命名为“侗族大歌之乡”，
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2009 年，侗族大歌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近几年，该村建立侗族大歌培训基地，
组建了 56 支歌队，鼓励青年男女走出大
山，从事侗族大歌演出。如今，全村在外从
事侗族大歌表演的村民达 400 多人，每人

每年寄回的钱少则数千元，多则几万元。
潘婢爱等几个姑娘在北京组建的表演队，
每年收入 50 多万元，表演队还在全国各大
中城市巡演，几乎场场爆满，每人月收入
6000元以上。

如今，小黄村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发
展正旺，全村共有 53 户人家从事“农家乐”
和“歌堂旅馆”经营，11 户从事旅游纪念品
销售，8 户从事芦笙、侗笛、牛腿琴等民族乐
器加工。村里的侗族大歌传承人吴龙德开
办的“农家乐”，平均每年有 7万多元收入。

“瑶族药浴”是从江县瑶族人民世代相
传的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洗浴方式，浴汤里
有 30 多种中草药，可以辅助治疗 47 类疾
病。翠里乡高华村是从江有名的“瑶族药

浴”村。村民赵成清说，虽然村里目前交通
还不太方便，但每年来泡药浴的客人却不
少，他家每年都要接待 100 至 200 人，累计
能有好几千元收入。

2008 年，从江瑶族药浴入选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几年来，从
江县大力建立瑶族药浴药材基地，积极发
展瑶族药浴加工销售企业，瑶族药浴已走
出深山、走向市场，促进了瑶族群众增收。
他们开发生产的“瑶浴保健浴粉”、“瑶浴爽
足粉”等系列产品，销售覆盖国内 10 多个
省区市。县里规划用地 300 亩，拟建从江

“瑶族药浴城”，集洗浴、民族文化、民族饮
食、住宿休闲为一体，打造瑶族药浴品牌，
逐步走向产业化、规模化。

贵州从江的“非遗”产业经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李田清

进入 12 月，河南省开封市街头盛开的
菊花依然暗香袭人。72 岁的张大爷一早
起床，修剪好家里的几盆菊花后，照例走
过 760 米长的鼓楼街，到包公湖畔晨练，

“我在这儿长大，鼓楼街是开封人心中的
文化符号，改造后它更有味儿了”。对于开
封市民而言，文化之旅已贯穿于生活的每
一天。

从多年前的“老三样”龙亭、铁塔、清明
上河园，到今天以“一河二街三秀”为代表
的全产业链条，开封文化旅游业历经艰难，
终于化茧成蝶，充满活力，成为当地的支柱
产业。

数年前，开封的经济发展定位尚摇摆
不定：抓工业，基础差、招商难、资源环境代
价大；搞旅游，底子薄、缺资金、建设难。
2011 年 3 月，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
获文化部命名，成为中部省份唯一的“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同年 9 月，建设中
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郑汴一体化进
程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定位，为文化资源丰

厚的开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2012 年 1 月，开封市委明确提出，到 2015
年把开封打造成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进而
到 2020 年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市
委书记祁金立说，“要以打好工业强市攻坚
战、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攻坚战等‘五大
攻坚战’为手段，多策并举，负重奋进，实现
开封快速崛起的总战略目标”。

工业强基。借助郑汴一体化进程，开
封选准突破口，与郑州等周边区域实施主
导产业差异化布局，形成互动互补，逐步培
育出 8 大产业集聚区和 10 大产业集群，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走在河南前列，经济运行
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为文化产业发展奠
定了基础。

改革创新。开封明确提出，在文化改
革发展的政策方面，只要不是国家和省里
明令禁止的，都可根据需要先行先试，大胆
探索，力争把园区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做到
全国最优。

在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过程中，
尽管谋划产业集聚区时开封已将工业项目

集中布局于城市外围和县城周边，以尽量
减少对古城风貌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但还
是遇到了旧城改造这个难题——河南省
50%的棚户区改造任务落在开封，从今年
起的 3 年内，全市棚户区改造面积将达 580
万平方米。市长吉炳伟说，开封文物众多、
古城风貌需要保护，这让棚户区改造没有
先例可循，必须创造一种“开封式”老城区
改造模式。

他们打破思维定势，充分运用市场化
手段，引进社会资本介入文化产业开发，推
动民间力量参与街区改造和景区景点建
设。同时，在老城区改造中坚决实施宋都
古城风貌保护与重现工程，坚持棚户区改
造与提升文化产业功能相结合。除了鼓励
城墙内机关、企业、居民外迁，并规定新建
项目统一采用新宋风，建筑物高度不得超
过 15米，并严格控制纯房地产项目开发。

今年 5 月，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开封水
系二期工程结束，全长 1.9 公里的御河连接
19 座桥梁，成为国内拥有桥梁最多的城市
水系之一。御河夜游项目集古建筑欣赏、

戏曲宋词乐舞欣赏、灯光欣赏于一体，让游
客在水色光影、笙歌曼妙中流连忘返。今
年 10 月，开封的地标性建筑——鼓楼完成
重建，有 1000 多年历史的书店街和有 100
多年历史的鼓楼商业街也都修葺一新，以
明清建筑风格精彩亮相。改造后的鼓楼街
成为河南省唯一保留民国建筑风貌的商业
街。御河——御街——书店街——鼓楼街
——寺后街特色文化商业街区，连接成一
条重要的文化旅游路线，修复后的旧城街
区和水系扮靓了古城。

与此同时，开封还推出了一批重点文
化演艺项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
京梦华》、大型室内文化旅游演艺剧目《千
回大宋》，以及在水上演绎的“O 秀”项目，
同御河、鼓楼街、书店街一起，被称为“一河
二街三秀”，让游客陶醉流连于宋风古韵
之中。

不久前举办的第 31 届菊花文化节期
间，有 387.9 万人次游客涌入开封，为古城
带来 18.39 亿元的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 11.8%和 13.5%。

岁末，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数字一次又
一次引起公众关注。比如，截至 11 月 25
日，全国电影票房已达 193 亿元；又比如，
我国游戏产业总体规模今年将达 800 亿
元，等等。但人们更想要了解的，是数字
背后文化产业发展的变化趋向。

“跨界”、“融合”，用这两个词来概括
今年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势，再恰当不过。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2013 年，“跨界”从一个时髦词汇，变
成 了 发 生 在 你 我 身 边 的 一 个 个 文 化 事
件 。 4 月 ，演 员 赵 薇 推 出 了 导 演 处 女 作

《致青春》。6 月底，电影《小时代》上映，
让 作 家 郭 敬 明 多 了 一 个 导 演 的 头 衔
⋯⋯。而更能引发业内人士关注的消息，
大都与文化企业跨界拓展业务有关。

——今年 5 月，百度以 3.7 亿美元收
购 PPS 视频业务，并将其与旗下视频网
站爱奇艺进行合并，使爱奇艺成为我国
最大的网络视频平台；

——7 月 ，华 谊 兄 弟 斥 资 6.72 亿 元
“联姻”银汉科技，在其原有电影业务、艺
人经纪、电视剧业务“三驾马车”的协同
格局中，添设互联网游戏板块；

——同在 7 月，华策影视宣布收购上
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交易金额达 16.52 亿元。由于克顿传媒
此前曾独立研发出大数据应用平台“影
视资源管理系统”，此举被认作华策借助
大数据优势，试水大数据平台与传统影
视业务相结合的新型产业模式；

——8 月 ，天 舟 文 化 宣 告 拟 斥 资
12.54 亿元，收购北京神奇时代网络有限
公司 100%股权，力求打造“线上游戏、线
下图书”的新模式，实现传统出版业与新
媒体融合；

——10 月 底 ，光 线 传 媒 斥 资 8.29 亿
元收购新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目光投

向电影之外的电视剧领域；
——12 月 ，杭 州 宋 城 旅 游 发 展 股 份

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拟获得深圳大盛国
际传媒有限公司 35%的股权。由于后者
是一家以电影项目开发制作为核心，集
制 片 、发 行 于 一 体 的 影 视 传 媒 机 构 ，所
以，宋城此举也被认为是其进军影视产
业的象征；

⋯⋯
正 因 为 这 些 大 手 笔 并 购 事 件 频 发 ，

2013 年也被称为文化产业的“并购年”。
许多跨界案例发生在资本流动火热的影
视、游戏、传媒领域，表现为文化公司借
助资本支持，围绕核心内容向产业链上
下游拓展。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
产业近年来不断获得利好支持,同时也
因一段时期内 IPO“关闸”，一级市场资本
运 作 不 甚 顺 畅 ，大 量 资 金 寻 求 投 资 渠
道。另一动力则来自文化企业本身的战
略布局。华谊董事长王中军曾表示，内
容、渠道和衍生 3 大板块中，内容是华谊
核心资产，“就像华纳听着是电影公司，
但其绝大多数收入是靠电影品牌拉动全
产业链。华谊兄弟也要布局最丰富和完
整的传媒集团”。

对于文化企业，跨界无疑是其对潜在
市场的“主动适应”，不但可以开拓或者整
合新行业，提前布局新兴市场，还能带来创
新的观念、思路和操作方法。通过并购，文
化企业做大做强的雄心和战略清晰可见。
当然资本频繁变动背后，还需谨慎考虑市
场购入及退出风险，面对资本大潮，产业发
展还应保持理性，警惕资本背后的泡沫和
可能带来的消化不良。

目光有多远 才能走多远

如果说“跨界”是文化企业在业务广
度上的拓展，那么“融合”则是文化产业
在发展深度上寻求支撑。文化产业的融

合 与 科 技 、金 融 等 的 融 合 已 不 是 新 鲜
事。这些“融合”已经产生了持续正向的
推动力量。而在 2013 年，与文化产业相
关的融合，经由互联网“穿针引线”，变得
更加契合时代发展潮流。

当前，在互联网发展的有力带动下，
我国的文化、传媒、通信、零售和金融等多
业态正处于快速融合期。12 月初，3 大运
营商获得 4G 牌照，筹备数年之久的 4G 终
于获准投入商用。4G 时代的到来，被认
为是移动视频领域“春天的信号”，而它涉
及的领域更是包括出版、游戏、动漫等文
化产业的主要类项。

在 11 月举行的“2013 中国（长沙）首
届手机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多路高清、高
速下载、在线游戏、手机终端演示，以及即
摄即传功能等的展示和体验，让众多参观
者提前体验了 4G 网络丰富而精彩的应
用。其中，即摄即传功能可使电视转播不
再受传输线缆的制约，实现视频类节目的

无线高清直播，对于传媒业乃至信息消费
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在深圳等地尝试
推出。

谈到互联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腾讯
公司副总裁程武认为，互联网产业本质上
就是一个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它的“创
意”不是体现为某一个或者某几个 Idea 的
诞生与加工，而在于它使人类整体的文明
构建规律发生了积极的、根本的、大规模
的改变。

互联网大幅度提升了文化产品在全球
的传播速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群
覆盖，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产品接受方式的改
变，以及文化、艺术门类的融合。程武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再只是文化的观
察者和接受者，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互联网
成为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互联网
思维和运作模式，对于以创意内容为核心
的文化产业来说，不仅是一种尝试和探索，
更是一股充满动力的“新鲜血液”。

4G 时代，文化产业将迎来与移动互联网融合的新机遇。

滕头村的景色很美。一进这个位于浙江奉化的小
村，就闻到淡淡的花香，耳边响着清脆的鸟鸣，富有江南
特色的徽派建筑和欧式风格的别墅楼掩映在绿树下。

滕头之美，更美在其“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的理念。67%的绿化率使整个村庄仿佛一个天然氧吧，
街道整齐洁净，置身于此，仿佛进入了桃花源。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滕头人就启动了旧村改造、
环境整治、新村建设等“洁净工程”，实现了“工业区、休闲
区、文教商业区和村民住宅区”的功能分隔。曾有一位日
本客商想在滕头村投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兴办一家小型
造纸厂，滕头村每年可获得 100多万元净收入，这对于一
个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村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但村里最
终拒绝了这个项目。因为两委会和党员、村民代表会议决
定，要在村里建设立体生态农业，保护滕头村的生态环境，
带领村民走上生态致富之路。随后，他们成立了“滕头村
环保委员会”，每上一个新项目都要经过环评论证。目前，
滕头村拥有各类企业 70 余家，工业总量 30 多亿元，滕头
集团公司也成了全国经营规模最大的乡镇企业之一，却没
有一个项目是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

村里还投入上亿元实施“蓝天、碧水、绿地”3 大工
程，拆除了农家柴灶改用液化气，实现了农居无烟村；遍
植各类绿化树和草皮，饲养白鸽、野鸭等飞禽，营造了一
座美丽的花园式村庄。

以园林为龙头的效益型、科技型农业，是滕头低碳生
态乡村系统的基础。土地不足千亩的滕头村，已在浙江、
江苏、山东、河北、福建、江西、天津等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
建起了 3 万亩的“绿色银行”，成功完成了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部分体育场馆的绿化项目，为上海世博会提供了 10
万株苗木。园林绿化公司为国家一级资质企业，滕头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集苗木生产、苗木景观设计、园林工程施
工于一体，成为闻名全国的农业龙头企业。

滕头村的另一个亮点是生活污水处理。在滕头村的
土地下，隐藏着一个先进的生态绿地处理系统，不仅实现
污水零排放，还可以在绿化环境的同时达到治污、净水、
节能的目的，得到降温、降噪、净化空气的效果。

“生态建设让滕头收获着喜悦。”滕头村党委书记傅
企平自豪地说，“村民们享受着舒适惬意的自然美景，同
时也收获着金山银山。2012 年，全村旅游收入突破了 1
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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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隆安，神奇的稻乡，美丽的家园⋯⋯”伴随着
隆安县代表队自编自唱的歌曲《神奇的稻乡》，田野、稻
香、丰收的画面渐渐浮现在观众面前；由江南区代表队演
出的小品《南宁陈姐》，由南宁“讨薪大姐”陈美杏的事迹
改编而来。在 12 月 6 日晚举行的第四届南宁市乡村社
区和谐文艺大展演晚会现场，“老百姓演老百姓看”的节
目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2010 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借助乡村社区
和谐文艺大展演活动，充分展示“能帮就帮，敢做善成”的
南宁精神，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引领了文明和
谐的道德风尚。

南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吕洁说，大展演不
是“唱一首歌，演一场戏”，而是把文化建设放到保民生的
高度上，实实在在地满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此，
南宁市 6 县 6 城区快速投入，确保每一条街区、每一个乡
镇和每一个村坡都设立大展演舞台，形成村村有阵地、乡
乡有舞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事的新格局，4 年来累
计演出 10000多场，参与群众 500多万人次。

政府倡导迅速激活了基层的“文化细胞”。白天身穿
围裙、操刀卖肉的摊主，晚上穿上演出服，成了甩袖、扭步的
舞蹈者；村里的农民收工之余也拿起吉他，边弹边唱。一个
个文化社团、一大批沉寂已久的民间艺术重新焕发生机，
不仅推出了一批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精品节目，还培养
了一批植根于群众之中的“草根明星”。

南宁市西乡塘区文化馆馆长黄宝荣说，自从举办大
展演以来，每年 3 月到 11 月他几乎没有星期天，起初是
单位派他去给社区的文艺队帮忙修改节目，后来参加大
展演的群众越来越多，自己一有空就被“抢”去指导节目
排练了。不过黄宝荣说，“看到群众业余生活丰富了，自
己心里觉得快乐，也就不感觉累了”。

欢乐的歌声，多彩的舞姿，汇聚成一股股文化清泉，不仅
丰富和滋润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解放了思想，转变了
观念，形成崇尚文明、鞭挞丑恶、摒弃陋习的良好社会风气。

西乡塘区华强街道党工委书记莫永新说，原来社区
很多家庭妇女空闲时喜欢打牌或搓麻将，经常引起家庭
矛盾。自开展大展演活动以来，社区的妇女们逐渐从两
三个人来听听音乐、练练健身操，发展成固定成员的文艺
团队，并且经常开展文艺演出，给辖区群众带来了快乐，
促进了家庭和睦。

以大展演为平台，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得干群关系更加和谐，工作开展更为
顺利。“以前我们到社区街道去开展城乡清洁卫生工作，
这本来是一件为民办实事的好事，可是有的群众不理解、
不支持。”莫永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通过文艺演出的形
式宣传卫生工作，效果很好，周末的大扫除，很多居民群
众都自觉参加。”

就这样，南宁人用舞蹈、喜剧、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
演绎了和谐社会民生大戏，形成了“千家万户同欢唱，百
村千居共和谐，百姓争着看，企业乐参与，政府树形象”的
局面，同时也唱出和谐绿城的新风貌。

大展演

激活“文化细胞”
本报记者 周骁骏 童 政 通讯员 朱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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