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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以节促产推动影视业发展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樱花更美

湖山更胜
□ 徐 达

银企对接

“复苏”文旅产业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欢迎各位企业家入驻湖里、投资湖里，
共享美好前景！”日前，厦门市湖里区举行了
影视文旅招商项目视频签约大会，涉及影视、
文化、旅游、会展、体育5个领域20余个项
目，计划投资额超过180亿元。

湖里区视频签约大会的举办，不仅是落
实厦门市委、市政府“以节促产”和“全年金
鸡、全城金鸡”的发展思路，也拉开了2020年
金鸡电影节相关活动的序幕。在当前防控疫
情的形势下，湖里区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两手抓”，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作为
发展的生命线，用倾情倾力服务坚定企业投
资兴业的信心，使越来越多的影视文旅企业
选择落地特区发祥地。

得益于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加持，厦门高
素质高颜值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文化软实
力和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厦门紧抓机遇，

“以节促产”推动影视产业发展，影视产业政

策持续加码。《厦门市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
展的补充规定》《厦门市进一步促进影视产业
发展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扶持政策为影视文
旅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隔着屏幕就
敢签下协议的背后，不仅是影视文旅企业对
厦门和湖里的十足信任和信心，还源于厦门
高效、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产业竞争优势。

早在今年春节前，湖里区委主要领导就
专门带队前往北京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推动
了多个影视文化项目的落地进程。不仅如
此，近年来，湖里区将影视文创产业作为重要
主导产业推动，相继出台《湖里区落实厦门市
人民政府〈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补充规
定〉支持影视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区级影视
产业扶持政策，与厦门市出台的影视产业扶
持政策相配套，开启了产业发展“加速度”。

湖里区影视文化招商组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湖里区影视文旅招商项目签约的计划

启动早、落实快，原计划在元宵节后就举办全
区影视文旅签约大会。疫情期间，湖里区紧
跟疫情防控形势发展变化，一改传统招商形
式，创新形式通过线上洽谈、云上签约等形式

“云招商”，实现招商信息“不封闭”、招商脚步
不放缓、招商项目“不断线”，安排专人对所有
项目进行细致跟踪和精准服务，推动一系列
项目快速落地。

“湖里区环境优美、营商环境一流，未来，
我们很乐意把更多项目带到这里！”中传财富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伟文说。

翻开签约项目名单，优秀项目不在少数：
横琴水木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在湖里区
落地水木新华影视产业项目，助力厦门打造
电影之城；五石缘（厦门）影视有限公司将以
构建影视剧本创作基地为重点，努力将五石
影视产业园打造成引领型的面向未来的厦门
影视产业综合性园区……

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的背后是湖里
区“立体招商”模式不断释放的能力，他们携
手自贸区厦门片区、火炬高新技术区打造“三
区招商联体”，通过鼓励创新股权招商、以商
招商，引得企业结伴来。同时，湖里区紧紧抓
住金鸡百花电影节落户鹭岛的重大机遇，因
地制宜出台好政策、打造产业园、落地大平
台、引进优项目，积极谋划影视文化产业招
商、促进项目提档升级。

为推动项目落地，湖里区影视文化招商
组对每个项目实行专人跟踪，对重大项目落
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并加快
对影视企业扶持政策兑现；出台扶持政策时
同步发布申报办法，助力影视企业早日正常
运转，吸引更多人才来到湖里。对于企业复
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招商组成员则发挥屏
对屏办公优势随时“在线”，及时解答企业困
难、服务企业需求。

绵亘在藏东大地的横断山脉怀抱着昌都，使
它卓尔不群。

在西藏，深山峡谷中的藏东明珠昌都一直是
一处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西藏腹心地带的传统
农耕，也不同于千里羌塘的游牧徙移，在连绵不绝
的红色山脉中昌都衍生出了自己独特的样子，就
像近年来昌都旅游宣传语“卓卓（藏语意为卓越）
康巴 传奇昌都”一样。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不舍昼夜地奔腾在昌都
大地上，国道317、318、214线穿过昌都的山河，
层层叠叠的红色山脉，是昌都遗世独立的底色。

金沙江畔金沙江畔 红色乡游红色乡游

昌都的山是红色的，昌都的历史也是红色的。
金沙江边的江达县岗托村里有一块巨石，上

面镌刻着“西藏”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岗托村
是西藏解放第一村。

利用毗邻四川的优势，江达县深入挖掘岗托
村的红色旅游资源、乡村旅游资源，积极对接川西
旅游市场，探索旅游发展的新路径。

跨过滔滔的江水，经317国道金沙江大桥进
入西藏，一尊反映当年渡江战役情形的浮雕屹立
在岗托村村口。

走进村里，家家户户二层的小楼都保留了传
统藏式民居的特色。品字形的廊檐，石头或土垒
起来保留原色的一楼，木头堆砌并刷成红色的二
楼。这些保存完好的民居分布在乡间小道旁，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
客。爱拼敢闯的岗托人便在村里开起了民宿。

70岁的尼玛次仁是岗托村较早经营民宿的
村民之一。八九年前，他办起了岗托村第一家家
庭旅馆，还获得过3万元的家庭旅馆扶持资金，并
被授予“乡村旅游示范户”荣誉称号。

去年，瞅准江达县乃至昌都市打造岗托村红
色乡村旅游的契机，尼玛次仁加盖了自家的房子，
增加了10余个床位。

充分利用现有自然村落，突出地域文化，昌都
大力开发精品高端旅游产品，积极鼓励和支持当
地农户自愿参与，形成旅游村镇特色目的地，发展
全域旅游产业经济带。目前，江达县岗托村第一
民俗村高端定制的民宿已成为昌都市旅游发展局
重点支持的3个高端定制民宿项目之一。

“金沙江不停下来，我们也不能停下奋斗的脚
步。”尼玛次仁说。

昌都人，居于峡谷，而不困于峡谷。

澜沧江岸澜沧江岸 文化商旅文化商旅

昌都在藏语里是“两河汇合处”的意思。
扎曲河与昂曲河从北方的雪峰中迤逦盘桓而

来，在展翅腾飞的雄鹰雕塑下汇聚成了澜沧江。
凡是一大块的平地，昌都都爱以“坝”命名，中

心坝、云南坝、四川坝、马草坝等。坝与坝之间的
连接便是桥。昌都市区大大小小、风格迥异的桥
梁有13座，桥与坝成了昌都的特色。

最有名的当数两河汇合而成的中心坝。这里
有昌都的第一座下穿隧道、获得过人居和设计大
奖的“昌庆”街、茶马城等，中心坝上几乎汇聚了昌
都最有特色的建筑，是最繁华的商贸中心。

历史上，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来自四
川、云南的商队在此汇聚，再前往拉萨。依靠中心
坝的台地，昌都建设了茶马城，主打红色基调，几
乎汇聚了昌都民居的所有特色。

沿澜沧江而下，距离昌都市区十余公里的地

方，就是考古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
一的卡若遗址。它的发现证明距今四五千年前这
里就有人类文明。

昌都市大力开发“旅游+”“+旅游”产品，努力
拓展旅游产业链，精选高原农牧产品、高原土特产
及特色工艺品，在产品研发、认证、包装、销售等方
面给予大力扶持。比如卡若区重点打造的藏香猪
品牌之一“卡若香猪”已初具规模。

顺流而下，芒康县有一处阳光与风的作品，几
千块层层叠叠的盐田沿着江岸依山而建。盐田的
盐被制成了各种产品，用以洁面美肤、养身健体。
借助文旅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盐产品的附加
值，也让走向衰落的盐田恢复了生机，成为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昌都的河，流淌的是富裕和文明。

怒江沿线怒江沿线 走出深闺走出深闺

从昌都市溯怒江奔流而上，沿江的公路在悬
崖峭壁上延伸，一个个村落悬挂在山坡台地上。
峡谷人家的房前屋后，总是立着三四根木头组合
成的晒架，用来晾晒刚收割下来的青稞。斑驳的
木头上留下的不只是时光的痕迹，更是绵延的农
耕文化。

距离县城约1小时车程的地方，有当地人颇
为推崇的“三色”湖——白湖、黑湖、黄湖。

黄湖不大，水呈黄绿色。沿着湖边陡坡而上，
到达最高点的时候，一片深蓝色呈现在眼眸中，这
便是黑湖。黑湖边上被嶙峋的灰岩覆盖，山坡上
则是葱茏的云杉、松柏。树影倒映水中，湖水深如
古潭。白湖是三个湖中最为开阔的，湖畔青草如
茵，牛羊安闲，空气清新，让人流连忘返。

昌都人爱“耍坝子”，就是郊游野炊。尤其是
6月以后，天气回暖，大家携老扶幼走出家门，感
受高原难得的惬意时光。近些年，边坝县大力发
展旅游业，推介三色湖，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三色
湖已经不再藏在深闺。

流经八宿，怒江在这里与有中国最美景观大
道之称的国道318线邂逅了。依托317、318天

路廊道及核心景区资源，昌都建起了串珠模式
“洒咧”（藏语意为吃喝玩乐和纵情歌舞的耍坝
子）。目前，全市已建成“洒咧”营地16个，每
年可直接或间接带动1100余名群众就业，人均
创收1万余元。

昌都大地，在崇山峻岭亦能自成方圆。

冲出三江冲出三江 重塑辉煌重塑辉煌

昌都有独特的深山峡谷地形地貌，生长于此
的昌都人也像它的地形一样遗世独立、卓尔不
群。作为横断山区的大山子女，昌都人世代生活
在川、滇、藏、青接合部。头缠鲜红的英雄结、身穿
厚重的藏皮袍，赶上马匹沿着深山峡谷穿梭，昌都
人向川、滇而去，再向西藏而来，走出了一条盐茶
富庶的茶马古道。

如今昌都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目前昌都全
市共有旅游景点200余处。2019年全市共接待
各地游客286.2万人次，同比增长22.8%，实现旅
游收入 23.5 亿元，同比增长 22.7%，约占全市
GDP总量的10%。

昌都市编制了全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全域旅游提升及品牌营销策划方
案、“十三五”旅游产业精准扶贫规划暨特色乡村
旅游规划等，引领和推动旅游产业不断转型升级。

立足旅游发展需要，昌都市将旅游项目与旅
游景区、地域文化、特色农业、房地产业和相关
服务业融合，投资近4亿元建设了30余个旅游
项目。

今年是昌都解放70周年，昌都演艺中心正如
火如荼地建设中。建成之后，昌都锅庄、芒康弦
子、丁青热巴舞等当地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将
在此与观众见面，同时也将进一步搭建昌都文旅
融合发展的平台。

从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性三方面深度挖掘
旅游业潜力，昌都推出了“重走茶马古道”“重走金
珠玛米之路”、茶马文化艺术节等特色旅游活动，
正在形成“7（317国道）进8（318国道）出”的旅游
新格局。

去过武汉的人都知道，武汉很美；美在芳菲春樱，
美在湖光山色，也美在浓郁的生活气息。

两年前的春天，笔者赴武汉大学参会，恰逢樱花盛
开，饱览了这座城市春日的熙攘。两年后的春天，在这
座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城市里，寒意褪去，春的气息正悄
然弥漫。

我们通过“云赏樱”网络平台看到，武汉大学樱花
大道春樱似锦，与樱顶古色古香的翠瓦相互辉映；东湖
磨山樱园数千株樱花烂漫，与古雅的五重塔和浩渺的东
湖相映成趣。

是的，今日的武汉更美了。
这种美，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支持湖北和

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
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蔓延。人民解放军、中央和
国家部委、各省区市火速驰援、勇挑重担，打响了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

这种美，离不开英勇抗疫的白衣战士。
病毒肆虐的冬日，他们临危受命，毅然逆行奔赴抗

疫一线。为完成使命，他们废寝忘食，待到脱下厚重的
防护服将要撤离时，甚至来不及欣赏这满城盛放的樱
花。他们说：“待山河无恙，我们再来好好看武汉。”

这种美，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和基层工作者。
在抗击疫情最前沿，武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第

一时间响应党中央号召，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广大基
层工作者不惧风险、任劳任怨，为打赢武汉保卫战作出
了重要贡献。

这种美，也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劳动者。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们与病毒赛跑，以一

丝不苟的态度高效完成了项目施工。
疫情发生以来，环卫工人每天依旧披星戴月、洒扫

清理；他们还承担着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场所和相关
设施消杀等应急任务，尽职尽责，从不后退。

疫情防控形势的向好，也离不开每位市民对规则的
自觉遵守，对生命的谦卑敬畏。

学者易中天曾说，家国情怀未必都是宏大叙事，反
倒可能是生活细节的总和。

是的，疫中有情，疫中见义。正是这段时间发生在
这座城市的一桩桩温暖善举，一种种奉献坚守，汇集成
一股守望相助的暖流，凝聚成一种众志成城、战疫必胜
的坚强力量。

也正因为这种力量，我们坚信，这座英雄的城市定
会继续攻坚克难，绽放出更美的光芒！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缓解，如何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帮助其解决经营困难，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旨在加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纾解文旅企业资金与经营困难
的“‘银’惠文旅，‘融’解疫困——‘惠易罗湖’”文旅专场
活动日前在深圳市罗湖区举行。

据罗湖区金融服务署促进部部长皮俊介绍，疫情防
控期间，罗湖区推出稳企稳岗十条措施，包括“五个亿元
计划”和“五个专项服务”。其中，“五个亿元计划”中的

“亿元金融扶持计划”，从贴息、担保、支持企业发债、融资
担保、保险征信、出口信保等多个方面着手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而“五个专项服务”则包含“提供银企对接专项服
务”，通过定期召开银企对接会，协助企业解决融资问
题。政策惠企的同时，罗湖区也鼓励辖区金融机构为受
疫情影响企业开发特色金融产品、设置专项信贷额度、给
予专项利率优惠、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予以还款展期宽
限、减免罚息等支持。

罗湖区金融服务署五级职员陈良表示，金融业一直
担当着罗湖区动力最足、增长最快发展引擎的角色，而文
化旅游业则为罗湖区加速前行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
在当前疫情之下，希望金融机构与企业的手能比以往拉
得更紧，大家同心战役，共渡难关。

近日，江西省教育部门把夏布绣、剪纸等一批优质传
统文化课程搬上“云”课堂，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图为江
西昌坊剪纸“非遗”传承人昌新保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
区欧里镇为学生录制剪纸艺术主题课程。

赵春亮摄（中经视觉）

“非遗”云课堂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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