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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打造千亿元级文化产业集群
近日，2024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投资大

会举行，投资人云集，文化产业与金融活水“双

向奔赴”，来自举办地广州的 22家企业备受瞩

目，达成意向合作及投资签约金额超18亿元。

千年商都，人文荟萃。从 2000 多年前的

精美玉器，到百年前远销海外的工艺精品，向

海而兴的广州一直是文化制造业重镇。2023

年，广州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

业收入 5582.34 亿元，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约

2000 亿元，近 5 年平均增速为 11%；规模以上

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超过 3700 家，700 多个文

化产业园区星罗棋布⋯⋯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之

一，目前广州已打造创意设计服务、文化装备

及消费终端生产、动漫游戏 3 个千亿元级文

化产业集群。“广州文化产业的特点可用‘新、

齐、多、强’4 个关键词形容。”广州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陈晓丹表示，广州始终保持开放创

新的姿态，文化产业焕发生机，引领风尚。

文化装备享誉全球

以江上桥梁与江畔建筑物为幕布，光影

舞动时，珠江两岸上演了一场以时间为轴线

的“光影大戏”。11 月 18 日晚，2024 年广州国

际灯光节落下帷幕。作为“世界三大灯光节”

之一，广州国际灯光节展演 10天，预约入场观

众人数近 30 万人次，全网话题热度突破 2 亿，

成为广州商脉繁荣、文脉兴盛的绚丽缩影。

“今年，我们结合了人工智能 AIGC 的主

题，创造了 36 种大型灯光装置与作品。”策展

单位广州珠江锐丰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

指挥、灯光节制作人魏来表示。在 2024 年广

州国际灯光节中，锐丰科技旗下的广州市锐

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丰文化”）

是重要的策划和实施单位。

如何在激烈竞争的文化装备市场中开辟

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锐丰文化选择了

“文化+科技”方向。从 2010 年广州亚运会开

始，锐丰文化便通过对行业资源进行整合，将

大量精力投入城市文体旅 IP 打造中。目前，

锐丰文化已打造出一批如张家界·遇见大庸、

泰州·老街、广西“奇妙夜德天”等精品文旅业

态新矩阵，将前沿数字科技与景区原有旅游

资源融合，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在两个月前的第 37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颁奖典礼上，我们首次实现了全国产化 8K 设

备的大型活动直播演出。第十五届全国运动

会明年将在粤港澳三地举行，届时也会看到

更多国产化设备的应用。”四开花园网络科技

（广州）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宋振华说。植根于

广州文化产业沃土的四开花园，已拥有超过

1000 小时的 8K 节目内容，也是国内唯一能

够批量生产 VR 元宇宙级节目内容的企业，

同时还在不断探索超高清的技术服务，面向

国内各大电视台、新媒体互联网平台提供超

高清的转播制作、直播。

近年来，在国内外大型盛会和展会活动

中，广州数字文化装备频频亮相。以灯光、音

箱、新型显示、数字文旅沉浸式设备等为代表

的广州文化装备制造业，涌现出一大批知名

品牌，拥有 1 家国家级、3 家广东省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5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以及 62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通过数字赋能、创意驱动，广州正全力推

动传统文化装备制造业向专业化、智能化延

伸。2023 年，广州文化装备及消费终端生产

集群实现营收约 1019 亿元。

动漫游戏加速出海

“行业内的票务平台和院线都非常看好

《雄狮少年 2》。”谈起公司制作的《雄狮少年

2》，广州易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程海明

告诉记者，该影片得到了珠江电影、奥飞动

漫、凡拓等广州重点影视企业参与。

作为中国“动漫之都”，广州年产动画片

超 200 部，播出时间达 26 万分钟，产量和播出

量均居全国首位，原创漫画发行量占全国漫

画市场份额超 30%。2023 年，广州动漫产业

实现营收 250 亿元，占全国市场的五分之一。

“出海是咏声动漫一直以来的布局。”广

东咏声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阎冰表示，

今年，咏声动漫打造的新 IP《落凡尘》已在 18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放映和发行。咏声动漫

创作的《猪猪侠》《百变校巴》等原创动漫作

品，已被译制成 11 种语言，在境内外超过 150

家播放平台播出，覆盖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广州动漫产业链以漫友文化、奥

飞娱乐、咏声动漫等国家级重点动漫企业为

龙头，以达力动漫、灵动创想等 30 家国家级

动漫企业为主力军，鼓励创作精品、培育高品

质 IP，带动全产业在海内外影响力的提升。

同样加速“出海”的还有游戏产业。广州

游戏产业起步早、增长快。曾经，广州培育了

“中国游戏第一街”——科韵路。随着网易、

三七互娱、4399、欢聚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从

科韵路走向全国、迈向世界，如今，广州已拥

有游戏企业 6700 余家，游戏产业营收由 2017

年的 595.83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超过 1100

亿元，占全国约三分之一。

近日，三七互娱集团整体入驻位于琶洲

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内的全球总部大厦。三七

互娱集团副总裁程琳表示，集团全球总部大

厦建设前后的项目资本投入超过 20 亿元。

扎根广州、眺望全球。近年来，三七互娱

持续在汲取、输出广东元素和传统文化方面

发力。“例如在《叫我大掌柜》这款颇具中国特

色的游戏中，我们多次与非遗项目、非遗传承

人进行合作，提升游戏内涵。”三七互娱集团

党委书记、高级副总裁杨军介绍，近期，这款

游戏中还开启了一场广府文化探寻之旅，以

“大掌柜”畅游千年商都的视角，将五羊雕像、

骑楼、粤菜、醒狮、龙舟等广府经典文化元素

融入游戏场景，更在游戏中植入广府木偶剧、

南粤醒狮等关卡，以更新颖、互动性更强的方

式激活广府文化活力。

建设国际演艺中心

第九届羊城粤剧节圆满落幕，第 29 届广

州国际艺术博览会正在举行，第 21 届中国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即将启动⋯⋯羊城的暖

冬，近期还将举办近千场文艺演出、大型演唱

会、音乐会、音乐节等活动。

《广州蓝皮书：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2024）》显示，广州演出市场持续走旺，跃居

全国演唱会“第一城”。据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统计，2023 年广州大中型演出数量居全

国第一位，来穗举办演唱会的演出艺人数量

居全国第一位。以黄埔区为例，去年黄埔区

文化广电旅游局审批备案营业性演出 58 宗，

演出场次 203 场，观众总数近 50 万人次。

2023 年，广州发布《广州市加快培育建

设国际演艺中心实施方案》《广州市“文旅体

一证通”行政审批改革工作方案》《广州市促

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实施办法》3 份文件，全

方位、多层次支持演艺市场繁荣。

与此同时，广州加大投入创作电影、舞剧、

音乐剧等原创作品，持续展示广州演艺硬实

力。广州出品的电影《点点星光》《拆弹专家 2》

《中国医生》《南越宫词》先后获得金鸡奖；弘扬

岭南文化的粤剧《双绣缘》、体现创新精神的杂

技剧《天鹅》、传承经典文学的话剧《三家巷》等

一大批文艺精品在国内外巡演，广受好评。广

州市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史前进

说，原创舞剧《醒·狮》自2018年首演至今，已在

全国巡演260余场，线下观演约20万人次。

广州文化产业为什么行？暨南大学产业

经济研究院院长陶锋表示，广州是广东省科

教中心、岭南文化中心，岭南文化资源底蕴深

厚，基于传统文化出新出彩，广州具有独特的

优势。广州在校大学生数量达到 165 万人以

上，具有活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年轻人是大湾

区文化创新最有力的人才支撑力量。

立足优势，广州这座人文之城正深入推

动各项文化产业扶持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文

化产业园区提质增效，让各类产业竞相发展，

迸发活力。

宁波用电含绿量节节高
本报记者 郁进东

今年 1 月至 11 月，浙江宁波可再生能源

发电总量达 12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占

全社会用电量的 11.6%。可再生能源已成为

推动宁波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在宁波余姚市北部沿海滩涂上，光伏板

镶嵌在波光粼粼的水塘上。自 10 月 26 日并

网发电以来，余姚舒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150 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正源源不断

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据了解，该项目利用

水面面积 2000 亩，每年可向外输送电量 1.8

亿千瓦时，节约标煤 5.85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14.84 万吨，为附近的中意宁波生态园及

泗门镇等区域提供充足的绿色电能。同时，

该项目年渔业收入约 500 万元，年上缴税收

1040 余万元。

国网余姚市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韩振华

说，为让清洁能源顺利接入电网，余姚供电公

司开辟服务绿色通道，从项目申请、查勘、拟

订方案到验收并网提供“一条龙”跟踪服务，

新建配套 110 千伏输电线路 8.36 千米，保障

了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发电，助推能源结

构低碳转型。

今年以来，多个大型清洁能源项目接入

宁波电网，全市用电含“绿”量节节攀升。矗

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的风光储一体化项

目四台国家电网“超级风车”是宁波风力发电

的代表，其满功率运转 13 天，所发电量即可

满足梅山港区一个月的用电量。据了解，这

个项目的第五台风机将于明年 1 月并网发

电，届时整个项目风电、光伏年发电量可达

5917 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碳排放量 2 万余

吨。截至 11 月底，宁波市可再生能源装机总

量达到 101 万千瓦，同比增长 32%，占电力总

装机的 35%。

接下来，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将常态化开

展新能源承载力分析，进一步提升宁波地区

新能源的消纳和调控能力，为服务宁波新能

源化先行市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江西鹰潭——

智慧冷链助农产品走四方
本报记者 刘 兴

正值板栗收获季，江西省鹰潭市上清镇童庆

锋冷库，农民们将新鲜板栗运到这里保鲜冷藏。

“今年已收了 10 多万斤鲜果。”“囤货”这么多，童

庆锋并不担心板栗变质，“冷库建成智能冷藏系

统，自动控温控湿，通风排气，保鲜期长，品质稳

定，一年四季都能卖”。

上清镇种植板栗面积 5000 余亩，年产量超 20

万斤。童庆锋种了 600 多亩板栗，以前总为板栗保

鲜而烦恼。“政府在用地、补贴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建成的智慧冷库库容量达1000多立方米，解决了鲜

果出货期短、折损率高的难题，成为全镇板栗收储中

心。”童庆锋说，保鲜有“靠山”，增值有保障，每斤板

栗可多卖2元至3元，带动农民增收数十万元。

让农产品“保鲜增值”，得益于鹰潭全市推动

智慧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鹰潭被称为“六省通衢”，道路交通四通八达，

冷链物流网络顺畅。近年来，鹰潭在专项资金、项

目用地等方面出台系列扶持政策，鼓励经营主体

建设产地冷藏保鲜设施，依托“03 专项”试点示范

提升智慧化水平，积极构建连通内外、覆盖城乡的

智慧冷链物流网络。目前，全市智慧冷库有 300

余家，农产品出了田头就进了“冰箱”，延长保鲜

期，实现错峰销售，助力农民增收。

鹰潭市双林水产冷链配送有限公司位于月湖

区现代物流园内，冷链车停靠在冷库前，工人们正忙

着上下货。“公司库容量达 9 万余立方米，开发了智

慧仓储管理系统，冷库控温、储量、货运等信息在手

机上就能看到。”该公司总经理章春林说，很多农户

租赁冷库，存放季节性销售的农产品，“不同的鲜果

蔬菜对储藏温度要求不同，客户可以根据品类自行

调整，如果温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自动预警”。

集中收储，还要“保鲜”分拨。鹰潭市创新冷

链物流运营模式，建成农产品智慧冷链公共服务

信息平台，通过接入各冷链企业仓储、运输系统，

进一步优化冷链运输配送路径，提高冷库、冷藏车

利用效率，推动形成“冷链企业+合作社+市场”的

产、储、运模式，畅通农产品销售路径。

近期行情见涨，信江新区农民官任龙通过手

机 APP 下单，提前预订好冷库内第二天凌晨出库

的生姜。官任龙从事蔬菜批发，每年销售生姜、大

蒜等农货 200 多吨。农产品价格每天都在变化，

需要反应迅速、快进快出。“每次发货量不大，好在

鹰潭到全省各地以及周边的浙江、福建、安徽等

省，都有冷链定期发车专线。”他说，只需提前 2 小

时下单，就可以“拼车”发往省内外农贸市场。

坚持惠农兴农，鹰潭市布局以“1 个中心（月

湖区现代物流园）+2 张网（贵溪、余江城乡网）+N

个智慧平台”为核心的智慧冷链物流网，合理布局

城乡冷链集配中心。目前，已建成双林水产、金雨

圣、江西供销冷链等一批规模以上冷链仓储企业，

大幅提升全市分级分拣、市场集散能力。

“前端是‘地头’保鲜仓，中端是智慧冷链集配

中心，末端是冷链物流配送。”鹰潭市商务局四级

调研员周武文说，通过连点成线、织线成网，鹰潭

构建起衔接产销、覆盖城乡的冷链物流服务网络，

助力农产品鲜活、高效、低成本“走四方”，也为后

续协同监管、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 本报记者 郑 杨

本版编辑 张 虎 韦佳玥 美 编 高 妍

近日，安徽省池州市东

至 县 东 流 镇 黄 泥 湖 水 产 养

殖基地，养殖户正在收获网

箱里的黄鳝。近年来，东至

县 充 分 利 用 沿 江 水 资 源 优

势，发展多样性生态养殖，

做强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

盘活“水经济”，助农实现增

收致富。

左学长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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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螺蛳粉、扬州炒饭、

西安肉夹馍⋯⋯不少地方相

继推出了当地风味美食统一

标准，对推动特色小吃规范、

良性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天水麻辣烫火

爆出圈，圈粉效应向旅游市场

溢出。为规范经营，促进天水

麻辣烫产业行业健康发展，进

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

竞争力，甘肃天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近日发布《天水麻辣烫

经营管理规范》地方标准。

在不少地方小吃广受热捧

的同时，小吃商家良莠不齐、发

展方式粗放、安全基础薄弱、发

展环境欠佳等问题也成为了制

约地方特色小吃发展的堵点、

难点。适时出台标准，引导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更显迫切。

具体而言，标准化将从 3 个方

面助力特色小吃长红。

特 色 小 吃 特 点 更 加 鲜

明。地方特色小吃之所以能

成为“网红”，关键在于其独特

的地方风味和文化传承。以

天水麻辣烫标准为例，更加注

重原辅料管理和加工流程，要

求辣椒、手擀粉等原辅料均为

天水当地特产，突出手工制作

的特点，区别于工业化商品，

以保护特色味道和消费者体

验为前提制定的地方标准不

仅让从业者有标可依，依标操

作，还能更好地复制推广，有

助于行业规范和产业发展。

破 解 有 品 类 无 品 牌 难

题。不少小吃地方标准从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保障管理、调

味料及食材选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标准要求。这些要求

从宏观层面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

质量，在保持地方小吃原汁原味特色的同时，打破了“有品

类无品牌”的市场现状。同时，相关标准也有利于消费者便

捷查阅使用，有助于强化社会监督，维护消费者权益。

推动品牌“走出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地方特色

小吃加快全国布局，餐饮品牌作为特色小吃风味和竞争力

的载体，显得尤为重要。标准的制定深化了地方特色小吃

的文化内涵，更有利于美食品牌的打造，提升地方特色小吃

的独特竞争力，对推动餐饮产业与夜间经济、消费文旅等行

业融合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餐饮产业链的延伸，助力

餐饮产业实现多元化、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

总而言之，制定标准只是促进地方特色小吃产业健康

发展，打造品牌加快“走出去”的第一步。市场监管部门要

持续加强行业监管，不断规范提升经营行为，在保障食品安

全、提升服务效能、选树培育品牌等方面持续发力。此外，

地方特色小吃要实现长红，还需要商家高度自律，以实际行

动维护小吃品牌。

2024 年 广 州 国

际灯光节作品《英雄

花开英雄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