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深圳 5 月 11 日电 记者佘颖报道：全面聚焦“互
联网+”融合创新发展趋势和成果价值，12 日开幕的第十二
届文博会国际创意港分会场以“互联网+创新创业”为核心
内容举办了系列主题活动。

据了解，在本届文博会期间，国际创意港分会场将举行
第四届“文化+电商”双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第四届“设
计+智造”互联网+主题展、首届“互联网+广告影视”专题活
动，以及“雅致生活分享·家”弘雅高端酒店家居用品品牌推
介会等多个“文化+电商+时尚”的跨界融合活动。智造精
品与创客新品共同展示“互联网+文化”“互联网+科技”“互
联网+广告影视”等新兴产品及业态，打造文博会“互联
网+”趋势下首个“文化+”主题分会场，助力深圳创新创业
发展以及盐田美好城区建设。

据创意港运营方、深圳市灵狮文化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孟剑介绍，盐田国际创意港作为盐田区唯一的文博会分会
场，以及全国首家“文化+电商”“学院+园区”3.0 运营模式
的复合型产业园，目前已集聚“文化+电商”双产业企业 80
余家，引入集聚了浪潮集团、天涯社区、源创尚品、畅想飞扬
等一批集团总部型企业，初步建立了深圳东部第一个高端
特色产业集群。

畅想飞扬是首批在国际创意港成长起来的企业之一，
将于文博会期间在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举行挂牌敲钟仪
式。“盐田国际创意港给予了企业很好的创新创业的土壤。
这里不论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还是政府环境都非常好。”
深圳市畅想飞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谷晓雨
告诉记者，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肥猪游戏已于去年 10
月正式上线，是业内唯一以 H5 作为载体和媒介的自助移
动广告分享传播平台，现已和国内各视频网站及社交平台
对接。目前，平台移动视频储备已达 2 万小时，海内外用户
数量超 1 亿，累计用户访问（PV）超过 2 亿，累计 UV 超
8000万，日活 60万。

为更好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深圳东部·E 港创客创业基
地于去年 9 月在创意港扎根。“爱宠 DIY”项目就是入孵项
目中的一个典型。曾为媒体人的宫逸看中了这里的创新环
境，成立了深圳市知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宫逸说，现
在，宠物已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伴侣，宠物形象塑造也是巨大
的市场消费热点。目前中国有超过 1.5 亿只宠物，宠物经
济市场将超千亿。为此，知了传媒团队正着手打造“爱宠
DIY”项目，建立一个以宠物形象包装、设计、宣传为主，兼
含宠物交易、美容、食品推广为一体的宠物生活平台。“其实
就是打造宠物网红。”宫逸解释称，微信“爱宠 DIY”订阅号、
服务号已上线，并将着手 PC端以及 APP端的平台开发。

“互联网+创新创业”成文博会亮点

本报深圳 5 月 11 日电 记者金晶

杨阳腾报道：为期 5 天的第十二届中
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
5 月 12 日在深圳正式开幕。作为国家

“十三五”时期的首届文博会，本届展会
围绕“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等国家战略，走质量型、内涵式发展的办
展路径，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
的办展方针，设博览与交易、论坛、评奖、
节庆活动及网上文博会五大板块。

据悉，第十二届文博会已第七次实
现我国 31 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
部参展，确定参展单位 2297 个。主展馆

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达到 70%，将集中展
示文化与科技、互联网、金融、商业、旅
游、体育、时尚等产业融合发展成果及新
型文化产品。海外招商方面有来自 40
个国家的 115 家海外机构参展，采购商
覆盖全球 98 个国家和地区，数量突破
19000名。

首次设立的电影展区位于影视动漫
游戏馆，主要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电影产业的发展历程，同时配套举办经
典影片道具展示、优秀影片公益展播、公
益性电影文化系列讲座、影视发布会等
活动。以“新媒体·新生活·新未来——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媒体融合”为主题，
影视动漫游戏馆还将着重展示媒体融合
的发展成果与未来发展方向，通过 VR 技
术互动体验、高清技术和云技术成果展
示等方式，向观众展示融媒体的发展趋
势。该馆还将继续设立“优秀原创动漫
推广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智慧广
电展”“国际文化产品交流展”等主题展
区。目前，央视动画、华视传媒集团、北
京网尚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湖南动
漫游戏集团、华强数码电影公司、香港卫
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香港宝芝林动
画等机构和企业参展。

首次设立的“创客展区”位于 5 号馆
文化创客馆。依托深圳打造“国际创客
中心”的良好条件，本届文博会将进一步
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
拓展创客空间、搭建创客资源平台、打造
创客活动品牌、倡导创客精神等内容。
文化创客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
主题，设立了综合展示区、创客成果展
区、创客嘉年华展区、台湾创客展区、青
年个人创意成果展区 5 个展区，在内容
和特色上实现新的突破。目前，春晚机
器人设计研发机构——优必选，创客孵
化机构——奇点创客邦等都将携最新的
创意产品亮相本届文博会。此外，来自
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的 5 家海外创
客团队以及由广东、江苏、湖南、福建、贵
州、香港等多地青年创客组成的青年个
人创意成果展已基本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面积 7500 平方
米的“一带一路”馆，秉承和弘扬丝路精
神，充分展示了文化交流、商贸沟通的历

史成果，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
流与文化贸易。该馆分为综合展示区、
国际展区、国内展区三大组成部分，组织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 家海外机构参
展，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
匈牙利、澳大利亚、葡萄牙、波兰、泰国、
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埃及、老挝、伊
朗、瑞士、保加利亚、蒙古、希腊、越南、印
度、乌克兰、印尼、巴基斯坦、尼泊尔、土
耳其、柬埔寨、日本、缅甸、克罗地亚、罗
马尼亚、肯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加纳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以政府组团、
机构组织、企业参与的形式，携本国特色
文化产品亮相该馆。同时，该馆还规划
了“一带一路沿线旅游展区”“藏羌彝文
化产业展区”“珠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展
区”3 个展区，有针对性地邀请国内城市
同台竞技。在展馆设计上，选用了较为
国际化的设计方案，将融合丝绸与各国
国旗的元素，提炼各国国旗的图案和色
彩，延伸融合形成展馆整体氛围。

文博会期间，主展馆还将举办 61 场
论坛、推介会、讲座等配套活动，包括由
文化部、商务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
部委主办的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招商推
介合作签约仪式、中国文化产品国际营
销年会、中国文化创新创业（深圳）峰
会、2016 中国数字出版高端论坛、全国
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非遗产业论坛
等。同时，展会现场还将举办多场“一对
一”“一对多”采购对接洽谈活动、各类签
约活动、文博会颁奖大会等。

题图 第十二届文博会主展馆。

本报记者 隋明梅摄

第十二届文博会准备就绪——

紧扣国家战略 首设创客展区

“装”上智慧软文化的互联电
视、打破内容瓶颈的 VR 全景相
机、借 3D 打印技术修复的文物古
董⋯⋯第十二届文博会上，“文
化+科技”成为一道独特而亮丽
的风景，创意与技术水乳交融互
促共进的活力在这里凸显。

在第十二届文博会坂田手造
文化街&创意园分会场上，一款
名为“OKAA 双眼全景相机”的
全 景 VR 相 机 吸 引 了 记 者 的 注
意。这款相机能拍摄 360 度全
景、1080P 30fps的图像和视频，
用户将 VR 相机与手机相连后可
以实时预览 VR 全景视角内容，
并剪辑和储存在手机端。

“利用这款产品，不懂 VR 内
容制作、不懂全景影像的人也能
随手制作 VR 内容。”深圳市果拍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为
告诉记者，互联网让一切信息数
字化，全景技术和 VR 技术还原
和展现了更加丰富的现实生活和
虚拟生活，随着影像技术的革新，
未来的影像文化生态将变得更加
多元。

科技在改写人们对图像认知
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改变大家的
传统文化消费习惯。为了把“手
机党”“低头族”拉进客厅，传统电
视品牌商对互联网电视的倾注越
来越多。在文博会 1 号馆文化产
业综合馆，传统电视设备制造商
兆驰集团联手全球 IPTV 用户量
第一、互联网电视牌照最全的东
方明珠，以及拥有 10 年互联网视
频运营经验的风行网共同推出多款互联网电视产品，为家
庭娱乐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电视屏是家中最大的一块屏，但是人们的视线却常被
手机等小屏占有。”风行网孙硕告诉记者，优质丰富的内容
将是争夺用户的核心招数之一，风行互联网电视就把精彩
独特的文化装进高科技设备里，它的背后是东方明珠联手
上海广电集团每年投入 20 亿元版权产生的内容，覆盖国内
90%以上最新院线大片。同时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英超全
场次版权的互联网电视，全年独家推出 380 场英超比赛。
而根据兆驰集团董事长顾伟的说法，风行互联网电视未来
3年要销售 1200万台，成为互联网电视行业老大。

科技不仅改变今天的文化生活，还能改变文化“历
史”。一直以来，文物古迹的保护是个难题，文物作为一种
不可再生资源，一旦被毁掉将不复存在。在本届文博会上，
深圳市深信德成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永兵向记者展示
了一款能修复文物的 3D打印设备。

“传统修复方式是直接在文物表面上操作，对技师的要
求很高。而 3D 打印技术可以在不接触文物的前提下通过
立体扫描、数据采集、绘画模型打印等一系列步骤，对文物
进行修补甚至再生。”通过 3D 打印，庞永兵和他的团队按
1∶1 的比例复刻了故宫博物院门口的铜狮子，还做过国宝
级文物“马踏飞燕”的文物修复工作。

“目前我们的文物修复工作主要是跟故宫博物院联手
开展，还有一部分是个人收藏家。”庞永兵表示，众多博物馆
和文物修复工作者都开始利用 3D 打印与 3D 扫描技术，修
复了文物，让古代文化得以更好的展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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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融入“文化+”时代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作为文博会的常客、多次荣膺全国
“文化企业三十强”称号的深圳华侨城是
中国最大的主题公园运营商，麾下欢乐
谷、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等景区在全国闻
名遐迩。而从今年开始，“主题公园”可
能不再是华侨城最显著的标签，与之相
提并论的还有“文化旅游小镇及自然景
区运营者”。

据透露，继签约四川甘孜州海螺沟
景区和深圳龙岗“甘坑新镇”之后，华侨
城在成都市安仁镇和天回镇的开发项目
也将于月底正式签约。大手笔、快节奏
签约自然景区和文化旅游城镇化项目，
意味着华侨城“文化+旅游+城镇化”发
展模式进入密集落地期。

从开创到领跑

纵观华侨城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环
境的变化紧紧相扣。

1989 年，改革开放渐入佳境，旅游
市场快速兴起，华侨城在南中国投资建
设了中国第一座主题公园——锦绣中
华，让人们“一步迈进历史，一日畅游中
国”，点燃了中国主题公园市场的第一把
火。而后，华侨城精准发力文化旅游市
场，打造了世界之窗、欢乐谷等一大批全
国闻名的主题景区并走向全国连锁，成
为中国主题公园的领跑者，仅去年，华侨
城旅游景区年游客量达 3300 万人次。
根据世界主题公园 TEA/AECOM 的权
威统计数据，华侨城集团已连续两年游
客接待量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仅
次于迪士尼、梅林娱乐和环球影城。

据业内人士分析，主题公园是一个
完 全 竞 争 的 市 场 ，目 前 国 内 投 资 在
5000 万元以上的主题公园有 300 家左
右，而真正能实现盈利的只有 10%，约
70%处于亏损状态。华侨城能够保持
领先，靠的是起步早、步伐快、布点广，
并将文化元素注入主营业务，形成了七
大文化业务板块。这种以文化为核心
的内涵生长和外延扩展能力是其核心
竞争力。

尽管顶着“亚洲第一”的光环，华侨
城也并不能舒服地“活在当下”，而要看
得更远。一方面，主题公园投资大、更新
及维护成本高，且市场同质化程度高，想
要在较长时期内维持高入园率和高重游
率难度较大。另一方面，迪士尼、环球等
洋品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万达、长隆、
方特等本土品牌也拼命追击，再加上
VR（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冲击，市场局

势变得错综复杂。华侨城必须保持高度
警惕，以避免陷入企业成长周期漩涡，被
其他企业弯道超车。华侨城为此每年投
入巨额资金用于欢乐谷等景区的改造升
级和扩建。目前，华侨城集团旗下公司
——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有限公司
正在研发中国第一代虚拟现实过山车产
品，这类产品被公认是下一代主题公园
的核心设施。

大象转身 抢进风口

如果说开发虚拟现实过山车还只是
防御行为，那么，投资“甘坑新镇”以及海
螺沟景区就是华侨城的进攻信号。

以甘坑为例，这里拥有纯正的客家
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历史价值和社会
经济价值。其所处的龙岗区近年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成功打造了大芬油画
村、三联水晶玉石文化村、中百饰创意
文化设计园、文博宫、甘坑客家小镇等
文化产业的“五朵金花”；今年文博会，
龙岗区共有 13 个分会场，位居深圳各
区之首。华侨城和龙岗区政府、深圳市
甘坑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甘坑新镇”项目，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
文化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华侨
城文化内涵。

“在国外，以文化旅游推动地区经济
转型发展的运作方式已经有不少成熟案

例。如法国的鲁尔区，通过文化科技改
造，从一个污染严重、经济落后的旧工业
区，成功转型为商业文化消费区；再如美
国拉斯韦加斯，通过发展娱乐产业，将不
毛之地变成了全球知名的旅游胜地。在
这种运作模式下，企业和项目所在地都
实现了共赢。”业内人士指出。

其实，华侨城谋求外部文化资源，尤
其是具有唯一性的自然景区资源，并非
最近才开始。2015 年以来，华侨城曾接
触安徽黄山景区、河北秦皇岛、广西桂林
等地的主管部门，谋求促成文化旅游合
作。去年 4 月，华侨城集团以 2.65 亿元
注资成都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该公司拥有中国纬
度最低的天然优质滑雪场——大邑西岭
雪山滑雪场以及索道、酒店、森林公园等
优质资源；同时，华侨城集团积极在北
京、南京、宁波、顺德等地加强资源储备，
并于今年 4 月份正式与四川甘孜州政府
签订海螺沟景区整体开发协议。在资本
市场，华侨城同样动作频频。2015 年 4
月，华侨城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开
发性金融合作协议》，获得授信额度 200
亿元；10 月，华侨城运作旗下文旅科技
公司登陆新三板；11 月，深圳华侨城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了招商
局集团自贸区板块整体上市配套增发，
成为新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

种种动作表明，华侨城已经为大象
转身在资本、资源方面做了全面“铺路”。

“文化+”描绘市场蓝图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华侨城新
时期战略部署逐渐浮出水面。未来数
年，华侨城战略重心将转入“文化+”。
这个“+”，不仅要加华侨城最熟稔的旅
游业，还要与互联网、金融、科技、城镇化
等相关产业进行深度嫁接、融合。其中，

“文化+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华
侨城的主要发力方向。

以刚刚签约的“甘坑新镇”为例，按
照规划蓝图，华侨城将向“甘坑新镇”输
入其所擅长的资本、创意和管理，将传统
城镇改造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小镇，
以文化带动相关科技、旅游、商业、生态、
农业、教育、家居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快
速发展。

据介绍，华侨城为“甘坑新镇”规划了
五大功能区，涵盖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和
高新技术培育等多项业务。三五年之后，
当人们来到“甘坑新镇”，所看到的不仅有
风情浓郁的客家社区，还将有美术馆、文
献馆、虚拟现实体验中心、传统文化产业
基地、生态观光农业等。在这里，华侨城
不仅是投资者，也是运营管理者、金融及
相关服务提供商；小镇居民不仅是普通住
户，也是相关产业的运营者；八方来客不
仅是外来的消费者，也是部分产业的投资
者以及当地文化建设的参与者。

事实上，“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
模式，早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共同趋势。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与相关产
业的融合度高达50%-60%；国内这个数
值虽然不到 20%，但已有许多成功的尝
试和案例：“文化+旅游”模式，如乔家大
院和平遥；“文化+科技”模式，如华侨城
文旅科技公司；“文化+城镇化”模式，如
安仁博物馆小镇；“文化+金融”模式，如
北京盛唐时代将影视作品版权，通过文
化基金运作，与资本市场嫁接，完成证
券化的过程；“文化+餐饮”模式，如西安
亮宝楼；“文化+酒吧”模式，如深圳合纵
文化集团；“文化+茶道”模式，如中华文
化促进会的万里茶道，等等。“十三五”
期间，国家将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以形成数字创
意等 5 个十万亿级的新兴产业，“文化+
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必将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极。华侨城以开放、创新的企
业文化与生动、多元的民俗地域文化相
碰撞，或将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赋予
企业发展新的能量。

首次入选文博会分会场的锦绣中华·民俗村推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展，为广

大市民及游客带来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 乔成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