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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创产业，四川成都市有着得天独厚的

条件。巴蜀地区的文化原本就有着太多有趣的

元素，而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又是

古蜀文明重要发祥地。近年来，成都文创产业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 2020年，其发展速度不仅没有减缓，文创

产 业 增 加 值 还 跃 升 至 1805 亿 元 ，同 比 增 幅

23.7%。成都文创产业是怎样做到逆势而上的？

成都独特的文化特质赋予了当地文创产业怎样

的风格？文创产业给成都带来哪些发展活力？

请跟随记者的脚步“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唤醒“沉睡宝藏”

源于中华文明、孕育于巴山蜀水中的传统天

府文化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和根基。发展文创产

业就要唤醒这些“沉睡的宝藏”，让它们与文化创

意结合起来，成为成都提升城市吸引力、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核心要素。

2017年 4月，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

提出，“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

世界文化名城”。2018年 2月，成都印发《建设西

部文创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 年）》，进一步

阐释了“天府文化”的内涵：创新创造、优雅时尚、

乐观包容、友善公益。2018 年 9 月，世界文化名

城建设大会在成都举行，成都提出打造世界文创

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

之都、会展之都的“三城三都”城市品牌。

由工业旧址改建而成的多元文化园区——

东郊记忆是音乐迷、戏剧迷和摄影爱好者的打卡

胜地；安仁博物馆小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里

面的庄园老街建筑古色古香，文博旅游业蓬勃发

展；还有最能体现老成都市井文化的宽窄巷子，

书店里读出多种趣味，茶馆里品出百味人生……

拥有 2300 多年历史的成都，沉睡的深厚文化基

因正逐渐被唤醒，蓬勃向上的文创产业与城市发

展加速融合。

成都市成华区是曾经的“老工业基地”，成华

区政府近年来主导完成对 14处工业遗产的规划

打造，既解决了土地开发利用和工业遗产保护的

问题，又通过文创产业赋能，让老厂区焕发出新

的活力。

完美世界西南总部设在成华区二仙桥西路，

这里同时也是完美文创公园所在地。公园由建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禾创药业仓库改建而成，

红色砖瓦为工业风的苏式建筑披上了一层年代

感，又因为这里是四川首个 5G文创产业基地，历

史感与现代感有了碰撞和融合。

“梵木文化产业园的发展和成都文创产业的

发展相向而行。”梵木创艺区负责人杨生说。

2018年，正火传媒集团完成对梵木创艺区的升级

改造工作，并规划发展创意和音乐双产业链。随

后，200余家产业链上的企业相继入驻，梵木创艺

区逐渐形成一个产业生态闭环。“有了这一成功

先例，我们又将废弃的成都滑翔机制造厂改造成

为梵木 flying 国际文创公园，这里设有 IP 赋能、

原创和运营三大中心，可以为产业生态的发展提

供更全面的服务。”杨生说。

梵木的发展好比成都文创产业发展浪潮

中的一朵浪花。在梵木发展的时间轴里，瞪羚

谷数字文创产业社区、融创文旅城、高新体育

中心……成都众多地标加速呈现。在消费场景

方面，成都打造了“文商旅体会”融合消费新场

景，推出数字文创、特色民宿、绿道健身等消费新

业态。成都建成博物馆数量达 159家，其中非国

有博物馆 110 家。成都的实体书店和阅读空间

超过3600家。

构建金融生态

加快产业布局、促进跨界融合、推进重点领

域、壮大市场主体……宽泛地说，成都发展文创

产业的举措“面面俱到”。但要拎出亮点来，又可

以读出敢于破局的勇气，“文创+金融”就是一个

勇于尝试的例子。

“缩短创意到产业的距离，资金支持是不可

或缺的一环。成都通过推动产业经济与现代金

融融合发展补齐了这一环。”成都市天府文创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晓义说。

2018年9月25日，在成都市世界文化名城建

设大会上，成都银行锦城文创支行正式亮相，随

后该行推出了“文创通”系列贷款产品。这款产

品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沉得下去、补得

到位。

据成都银行锦城文创支行行长王欢介绍，为

了打通文创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该行和多

家街道办合作组织客户对接会。“大部分处于初

创期的文创企业体量都很小，小到可能只有一间

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体量小不代表他们的需

求不值得被关注。”王欢说，“沉得下去才能摸清

企业的实际需求，才能更利于提供全周期的金融

服务。”

为了提振文创产业发展，成都于 2020年 3月

出台《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旅游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针对“文创通”贷

款，除给予不超过贷款合同约定市场报价利率

50%的贷款贴息外，剩余利息将按“文创通”贴息

政策给予补贴，总贴息比例高达 70%左右。截至

2021年 6月末，“文创通”累计投放 13.76亿元，覆

盖成都文创企业184户。

成都还组建了总规模 100 亿元的西南首只

文创产业投资基金。黄晓义说，投资基金的落点

一定是能助推成都文创产业发展的项目，或是起

到一个桥梁作用，招引全国范围内成熟的项目，

把他们“嫁接”到成都来。

今年初，成都文创基金参与设立了重庆成渝

百景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此外，成都还有西

部首个文创项目孵化器——每经国际文创金融

路演中心。通过“产业+资本+媒体”的文创金

融方式，每经路演为文创企业与资本牵线搭桥，

助力解决文创企业的融资困境。截至目前，每经

路演已开展各类活动近百场次，为超过 500家企

业提供路演孵化服务。

银行、创投基金、孵化器……成都正在着力

补齐文创金融短板，构建起多元化的文创金融

生态。

融合文创产业

走进瞪羚谷数字文创产业社区，记者被这

里的环境所吸引。清净蜿蜒的小道旁绿树成

荫，川西林盘、创意建筑里“装”着一家家文

创企业，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是时髦、充满活力

的年轻人。“瞪羚谷按照两期进行规划，首期

24 万平方米的高品质科创空间已入驻 24 个项

目，二期按照‘建成即入驻’的理念，引入阿

里巴巴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基地、完美世界天智

游等项目。”成都高新区新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

牟冬野告诉记者。

成都高新区重点打造的数字文创产业是现

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融合产生的新经济形

态。以瞪羚谷的打造为例，高新区政府已改变

“一肩挑”的产业培育和管理模式，探索政府、企

业、市场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新模式。

“从政府的角度讲，当然愿意招引更多头部

企业入驻，但头部企业绝不是‘说’出来的，也不

是靠 PPT‘演’出来的。政府在税收、运营方面给

予补贴，针对企业也有引进人才、营业收入方面

的考核要求。”牟冬野说，高新区还设立了 100亿

元新经济创投基金，参与设立四川省、成都市文

创产业投资基金，扶持数字文创企业加速成长。

把“硬杠杠”划清楚了，反倒打开了聚力而为

的空间。成都高新区通过成立网络视听与数字

文创业界共治理事会，吸引了 70 多家成员单位

深度参与产业规划、园区设计、政策制定等工作，

共同推动实现“产业规划共谋、空间载体共建、服

务平台共营、产业社区共治”目标。

2020年，成都高新区数字文创产业实现营业

收入 673.9亿元，聚集重点企业 605 家，其中纳入

营利性服务业统计的规上企业 93 家，实现营业

收入488亿元，同比增长56.4%。

不仅是瞪羚谷，也不仅是高新区，成都提出

坚持文创产业化、产业文创化，推动文创与产业

深度融合。

杨生说，梵木文化产业园通过每周举行产业

沙龙的形式为上百家企业提供一个定期分享业

务清单的机会，旨在促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

“内部分享是一方面，我们还可以通过产业联盟

的形式一起做项目。”杨生告诉记者，在成都、四

川自贡和云南丽江，梵木文化产业园作为平台集

结园区内多家建筑、规划设计类企业共同完成了

5个城市微更新项目的打造。

浸润都市生活

说到成都，你会想到什么？金沙遗址、热辣

的川菜还是玉林的小酒馆？抑或是时尚的气质

或者包容的氛围？当然了，一定还有浸润在这种

氛围里的成都人。他们早已和“老成都、蜀都味、

国际范儿”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成都独有的文化

和城市特质。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北路社区党委

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向万军是个“大忙人”，在社区

打造的首个文创街区“爱转角”，她一个下午接待

了 3 个前来学习考察的团队。可当她忙完坐在

咖啡厅里，把玩着手里的青花瓷盖碗茶杯时，又

很快和此前的忙碌感隔离开来，回归到一个“老

成都”的状态。

“成都人生活中就在享受美。比如喝盖碗

茶，在茶馆里喝的时候要‘摆龙门阵’，要听掺茶

的小哥大声吆喝，在咖啡厅也能喝茶，优雅地喝

茶。”向万军小心地举起手里的杯子，有些自豪地

说，“这个青花瓷盖碗茶杯外面刻着的‘玉林’二

字，是仿照王羲之的草书设计的，算得上是一种

文化衍生品。”

“爱转角”主题文创街区是玉林北路社区打

造的文创与小店经济共融的新型社区消费场

景。在街区的熊猫文创沙龙里，你可以听到研究

成都历史的学者讲成都的老故事；音乐互动空间

里，不定期有民谣音乐人、本土乐队为大家奉上

一场小型音乐会；一旁的玉林四巷，居民们喜欢

搬出小板凳，围坐在街角的树荫下“摆龙门阵”，

在成都的“慢生活”里消磨时光。

“居民们渴望的是个性化、精细化的生活服

务空间，我们通过整合社区、企业资源，打造出一

个提升社区生活品质的全新消费场景。”“爱转

角”主题文创街区负责人尹雪飞告诉记者。

生活在成都就是生活在公园里，“雪山下的

公园城市”生机盎然，天府绿道等生态空间让

市民触手可及，公园城市已经成为成都最大的

新经济场景，更为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机载体。锦江是成都的“母亲河”，成都通过

深入推进锦江水生态治理，以锦江公园为载体

加快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打造出了成都旅游的

“新地标”。

入夜，一叶扁舟驶出东门码头，悠扬的古

乐环绕耳旁。临河建筑的画影再现了锦江商贸

盛景。东门大桥两岸以河堤为画布，以杜甫诗

作 《春夜喜雨》 中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

城”为创意原点，用光影勾勒出动人的锦官

城。夜游锦江以“锦江故事卷轴”为主线，串

联都市休闲、东门集市、闹市禅修、锦官古驿

4 大片区，打造了“夜市、夜食、夜展、夜

秀、夜节、夜宿”6大主题场景。

成都提出，把文创产业作为向城市注入人文

理念的主通道和改变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的

重要载体。把文化创意、深度体验及生活美学融

于衣、食、住、行、游、购、娱等领域。

2020 年，成都持续增强 14 个产业生态圈和

66 个产业功能区的辐射作用，新引进重大产业

化项目 338 个、实现总投资 6855.91 亿元，打造百

亿级重大项目20个。

蓉城文创何以逆势上扬蓉城文创何以逆势上扬
——成都文创产业发展情况调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文创产业产生了巨大冲击，然而，成都文创产业却

呈现出较好发展势头。2020年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10%，成为成

都新兴支柱产业和重要经济增长点。面对挑战与压力，这座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城市，

做对了什么？

新 赛 道 上 寻 找 新 机 遇

本版撰文 记 者 刘 畅

本版编辑 于 浩 美 编 高 妍

新经济为文创产业培育了新动能。成都

在影视、动漫、游戏、音乐等细分领域大步向数

字文创迈进。数字文创属于数字经济领域，数

字经济是成都着力发展的 6 大新经济形态之

一。未来 5 年，成都将实施数字文创腾飞计

划。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启发着文创从业者

将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云计算相

结合，在“艺术创意+视觉技术”方面寻找突破

口。当艺术品“走出”展厅，文物“离开”博物

馆……因为数字赋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表

现形式，文创产品变得妙趣横生、创意十足。

新经济为文创产业构筑了新场景。后疫

情时代所有产业都面临着转型发展，文创产

业也不例外。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成都

丰富的文创资源不仅不能“闲置”，还要充分

地用起来。为此，成都不断挖掘适合文创产

业落地的场景，例如对文物保护类建筑进行

“有机更新”，既保留原有的建筑结构、文化

属性，又营造艺术和消费跨界融合的场景；

在传统的博物馆小镇打造沉浸式戏剧，让游

客尤其是年轻游客充分享受戏在景中、人在

戏中的参与感。“场景营城”既呼应产业转型

升级的需求，不断释放出城市发展的战略机

会，又通过不断挖掘新经济新产品落地的场

景，帮助大批文创企业捕捉产业裂变的市场

机会。

文创产业不仅承载着成都的历史文化底

蕴，还彰显着成都的城市魅力，是重要的支柱

性产业。当成都提出发展新经济、壮大新职

业、培育新动能时，文创产业自然不会被落下，

从人才到企业再到行业协会，努力在新的赛道

中寻找发展机遇、顺

势 而 为 才 能 大 有

可为。

图 ① 图 为 成 都

安仁博物馆小镇的铛

铛车。 （资料图片）

图② 梵木创艺区

创意设计联合办公区。

本报记者 刘 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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