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传统手工艺品到非遗传承项目，从
富有设计感的文创产品到充满未来感的

“黑科技”……在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现
场，无论是偏远村镇的手工艺人，还是全球
各地的客商，都在此云集，展示、发掘、探索
文化产业内涵与发展。多年来，坚持创新
发展、深耕文化内涵、走质量办展之路的文
博会俨然成为展现中国文化自信，表达中
国文化力量，承载中国文化产业远航，促进
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舞台。

文化自信的底气源自对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走进位于本届文博会主
展馆 8 号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钦州坭
兴陶、余江木雕“百鸟朝凤”、景德镇瓷器
……琳琅满目的非遗项目与产品让人目不

暇接。鹰潭市余江县中国根艺美术大师宋
智勇历时 3 年精心创作的“百鸟朝凤”，将
50余种186只鸟雕刻得栩栩如生。在9号
馆工艺美术馆首次展出的“龙江巧女”手工
艺展品融合了时代元素，产品涵盖了20多
个项目 1000 余种产品。其中，刺绣作品
都出自“渤海靺鞨绣”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
之手，并已开发出服饰、桌旗、钱包、挂件等
系列产品，先后在上海、牡丹江等地开起了
绣庄。靺鞨绣产品出口至日本、韩国、俄罗
斯、美国等地，年产值达5000余万元。

文化自信的表达展现在现实产业的自
强兴盛。在本届文博会上，“文化+”新业
态处处可寻，创意与设计无处不在。连续
5年参加文博会的深圳字在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带来了荣获多项大奖的“文化+创意”
产品——根据中国汉字笔画形状创作的

“字在”文化茶。产品融合汉字艺术与现代
设计，使母语之美转化成可视可触的生活
形态与创意载体。在 5 号馆数字文化馆，
敦煌研究院展区则把敦煌石窟“搬”到了文
博会，观众不仅可以亲自动手为敦煌壁画

“上色”，还可将完成的作品带回家留念；现
场还有定制的敦煌图案创意印章，供观众
创作使用。不仅如此，现场还展示了高保
真壁画复制品、特殊材质壁画复制品等一
系列具有敦煌特色的文化衍生品。

文化自信的远航还立足于对全球优秀
文化的包容与开放。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
一直是文博会展示重点之一，走进文博会

犹如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化的大门。在7号
馆“一带一路”·国际馆中，不仅有英国、俄
罗斯、伊朗等文博会的老朋友到访，还有瑞
典、拉脱维亚、芬兰、挪威、冰岛、丹麦、斯里
兰卡、罗马尼亚、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
首次参展的新朋友。其中，首次参展的拉
脱维亚大学不仅是波罗的海诸国中最大的
大学，除了参加欧盟的伊拉斯谟（Eras-
mus）项目，还与 31 个欧洲国家的 326 个
教育机构签署了 500 份合作协议；丹麦展
团则带来了安徒生博物馆和有 80 年发展
历史的乐高创意产品；阿根廷重点展示中
阿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教文化及各产业领
域合作的成果；加拿大也将重点推介中加
国际电影节等。

深圳文博会已成为中国展现文化自信、促进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舞台——

文化自信从这里扬帆远航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魏永刚

作为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的常客，华侨城今年携旗下企业集
体参展，展示多元文化业态布局，其中甘
坑客家小镇、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深圳欢
乐谷、深圳欢乐海岸、锦绣中华·民俗
村、世界之窗等6家单位作为文博会分会
场，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主题活动，展
现华侨城在打造美好生活方面的探索与
实践。

创想开启美好生活

建设美好生活，文化是重要的一环。
走进位于深圳布吉街道的甘坑客家小镇分
会场，独特的客家风情和丰富的文化活动
带来了美好的文化生活新体验。受益于华
侨城对小凉帽 IP 形象的推广，这里先后
推出了小凉帽乐园、主题酒店、VR 影院
等文化旅游项目。在第十四届文博会期间
举行的“小凉帽文化节”上，国际绘本大
赛、小凉帽IP开“fun”课、威尼斯电影
节获奖VR电影公演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轮
番上演，充分展现着这座特色小镇的文化
魅力。

在深圳欢乐谷分会场上，中国杂技金
菊奖暨全国魔术大赛、第二届国际动漫节
很是热闹，中外顶尖魔术大师同台竞技，
顶级二次元人气嘉宾和数以万计的动漫迷
欢聚一堂。此外，在华侨城旗下的其他分
会场，还有匠心独具的民族特色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文化无边界”公共艺术展，
以及大洋洲文化风情节系列活动等，展现
了华侨城 30 余年深耕文化产业的丰硕成
果，给参与者美好的文化体验。

早在 1985 年，华侨城即开辟了“先
规划后建设”的先河，将深圳湾畔6平方
公里土地建成集旅游观光、生态景观、生
活配套、商业活动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城
区。华侨城早就意识到，今天的文化就是
明天的经济，通过产业“文化化”和文化

“产业化”，兴办主题公园，将文化要素注
入主题酒店等业态，让所有产业都具有文
化内涵，从而成为“文化经济”的先行
者。近年来，华侨城又提出了“文化+旅
游+城镇化”“旅游+互联网+金融”的创
新发展模式，加速全国布局，培育核心产
业，打造标杆项目，孵化头部 IP，进一

步为美好生活赋能。

“文化+”激活多元效益

在布局文化旅游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华侨城始终注重对本地文化的保护性
开发，展现了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央企责任。

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的中廖村，一
所老宅经华侨城“书屋+书店乡村网点”

“书屋+旅游”的精心规划，变成了具有
黎族传统建筑特色的“村上书屋”，成为
中廖村举办文化活动、丰富乡村生活的重
要场所。村里还有兼具乡村野趣和舒适体
验的星空帐篷酒店、由旧民宅升级改造而

来的阿爸茶社，以及由农村院落改造而成
的演艺小院，每天都可表演黎族歌舞。现
在的中廖村形成了“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图景，不仅吸引
着各地游客，也让村民共享美丽乡村发展
成果。

如今，华侨城已在深圳、北京、天
津、南京、武汉、郑州、成都等地打造了
多个具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
貌、产业鲜明的特色小镇，通过向传统城
镇导入“文化+”相关产业，带动经济转
型升级。在云南、海南、陕西、四川等
地，华侨城还发力全域旅游，深挖当地文
化旅游资源，全方位参与文化旅游项目的
策划、建设和运营。目前，华侨城正在实
施的标杆项目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大型都市

文化旅游综合体——顺德欢乐海岸、媲美
上海虹桥和广州南站的武汉华侨城杨春湖
高铁商务区、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等。

华侨城还提出构建“文化引领、管理
输出、模式创新”的轻资产发展新商业模
式，打造专业的旅游资本平台，促进文化
旅游资源在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

实践证明，华侨城的新战略符合美好
生活时代人们的深层次需求，焕发出了强
大的创造力。截至目前，华侨城已在全国
50余座城市布局，资产规模突破3000亿
元，管理 6家上市公司，连续 7年获国务
院国资委年度业绩考核 A 级评价；旅游
产业累计接待游客近4亿人次，稳居主题
公园集团“亚洲第一、全球四强”。

华侨城“文化+”尽显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报道：为展示广
西钦州“一带一路”南向通道陆海枢纽城市
形象，弘扬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钦州坭兴陶文化，促进坭兴陶产业发
展，在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开幕前夕，钦州市在深圳举办
坭兴陶产业专场推介会。全方位展示了钦
州坭兴陶的历史源流、文化内涵、品质特征
和发展现状，以及产业总体规划布局、招商
引资重点。吸引了一大批茶企、陶瓷业文
创企业、电商、艺术品拍卖公司、贸易企业
等企业代表的目光。

据介绍，钦州坭兴陶是我国四
大名陶之一，钦州

市将以打造百亿元特色陶瓷产业为目标，
以建设坭兴陶特色小镇为抓手，形成坭兴
陶与文化、旅游、商业融合发展态势。

据透露，钦州市将于 6 月份举行首届
坭兴陶文化艺术节暨“一带一路”南向通道
陶瓷博览会。该节会将以“坭兴百业，钦近
五洲”为主题举办8大活动，包括中外百名
艺术家现场刻画坭兴陶、南向通道陶瓷邀
请展、历代坭兴陶精品展、千年坭兴陶古龙
窑火祭大典、现代舞剧《窑变千彩》展演、千
年窑火传承游、“陶情茶韵”文化体验秀等。

广西钦州举办坭兴陶专场推介会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以“聚势

创新、筑巢创业”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
（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182 创
意设计产业园分会场日前开幕。182创意
设计产业园分会场结合园区产业特色及优
势，带来了艺术沙龙、创意市集、特色文
创互动、漫画展、创意陶瓷展、3D 打印
立体构建互动秀、艺术家居秀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充分展现创意、创新
引领文化发展、提升品质生活的魅力。

记者在 182FUN 创意市集上看到，
用各种平凡易得的材料制成的雕塑艺

术、装饰设计等手工艺
品 ， 融 合 了 艺

术、设计、文化、商业等多种元素，展现
了本土企业的设计和创意实力。在 3D 打
印立体构建互动秀上，精致立体的埃菲尔
铁塔、惟妙惟肖的楼群、抽象而富有曲线
美的装饰摆件将科学与创意设计相结合，
为“硬”技术赋予了艺术之美。观众还可
在园区 3D 创客空间了解最新打印技术，
现场观摩学习 3D 打印技术，感受科技与
文化艺术的碰撞。

182创意设计产业园分会场还展出了
我国著名漫画家、美术活动家华君武的一
组知名漫画作品，展示了这位大师“漫画
一生、一生漫画”的艺术风采。分会场还
将邀请漫画专业人士为观众解读华君武漫
画的艺术精华及民族化的幽默风格，进一
步展示和传承中国式漫画的艺术智慧。

深圳创意设计产业园闪耀文化魅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老百姓越来越富

裕，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自

然也水涨船高。最近公布的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显示，2017

年 我 国 人 均 GDP 已 达 到

8836 美元，我国国民已具

备了更高的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增长的背后，

是百姓对消费品质的要求越

来越高。当消费能力有限

时，人们更关注产品的实用

性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

当消费水平迈入更高层次

时，人们自然会将眼光转向

产品背后的品牌价值、文化

属性。消费升级，文化也在

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就拿奢侈品行业来说，

许多奢侈品品牌不仅因精工

细作的品质打动消费者，而

且其背后的品牌价值更能为

产品戴上耀眼光环。消费者

在购买过程中对其品牌故事

的了解，更增添了对产品的

认同感。精美的设计、精细

的做工，再加上一个动听的

故事，可以让产品更受欢迎，

也可以让文化传播更远。

用讲故事的方式卖产品，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

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有的电商卖家会将产品

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再配上精美图片；有的还会

拍成短视频，制作水平毫不逊色于专业摄影师。难

怪有网友说，现在想卖东西，得先学会讲故事。

例如，博物馆是一个从来不缺故事的地方，随

着“让文物活起来”的呼声不断高涨，他们也学会

“讲着故事卖产品”了。随着文创产品的品质提升

和花样翻新，以往不起眼的文创商店成了参观博物

馆不可不逛的去处。最受追捧的故宫文创商店一年

能卖出 10 亿元商品，小到书签、笔记本，大到家

具；从雍正“剪刀手”到“朕知道了”胶带，这个

以往颇显严肃的古老宫殿“卖萌”与“卖东西”的

本事与日俱增。

前不久，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挂牌，这让文化与

旅游产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其实，文化与旅游天然

紧密相关，文化场所、设施需要旅游带来旺盛的人

气；旅游产品的开发也需要更加关注游客的文化体

验。如今，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游客已经不满足于

简单地“看一看”“转一转”，文化元素的注入必然

能助推旅游产业消费升级，为国内外游客带来耳目

一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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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5月9日电 记者张建军报道：由广
东大埔县怡丰园公司精心烧制的全国最大青花骨质
瓷“聚宝盆”，将在10日开幕的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
8号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梅州展区亮相。

怡丰园公司负责人戴春梅介绍，骨质瓷是公认
的世界名瓷，以其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等
显著特点居群瓷之首。由于骨质瓷的物理特性，瓷
器越大，坯体的高度、厚度、口径等就越难控制，制作
工艺难度大，成型率低。此次在文博会上展出的“聚
宝盆”盆身《清明上河图》由广东省陶瓷艺术大师黄
建宏及怡丰园工艺师黄进添、张志刚 3 人纯手工绘
制而成，口径101厘米，高度38厘米，厚度仅5毫米，
青花釉面光滑透亮，手绘线条细腻流畅，画面人物活
泼生动，整个瓷器通透轻巧；从坯体制作到彩绘再到
烧制成功，整整用了17个月时间。

据了解，大埔县素有“南国瓷都”美誉，是我国青
花瓷主要生产基地以及出口陶瓷的主产地之一。大
埔青花瓷生产距今已有 800多年历史，在我国陶瓷
文化和工艺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埔青
花瓷品质优良、晶莹别致、釉彩绚丽、造型美观、典雅
大方、质坚耐用，以其“白、薄、明、磬”特色饮誉海内
外，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及收藏价值。2010 年，大
埔被授予“中国青花瓷之乡”称号；2016 年，大埔青
花瓷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近年来，怡丰园着力研发骨质瓷等高端陶瓷产
品，组建了高档骨质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研
发人员有 30 多名。研发团队克服了骨质瓷器烧制
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推出系列日用、工艺骨质瓷等高
端陶瓷产品，畅销海内外市场。戴春梅表示，怡丰园
将继续秉承“工匠精神”，加强研发创新，不断推出精
品，朝着打造中国高端青花骨质瓷知名品牌的目标
奋进，为中国陶瓷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历时17个月烧制

广东大埔青花骨质瓷精品亮相文博会

上图：在第十四届文博会锦绣中华分会场上，非遗传承人在展示

彝族漆画制作技艺。

右上图：非遗传承人在展示传统的中国糖画技艺。

右下图：非遗传承人在展示传统的捏面人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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