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4月27日 星期五
5

本版责编 杨浩鹏产业与市场·综合E-mail:whcyzk@126.com 电话：010-64291141

本报讯 由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蒙山管委会主办，蒙山管委会旅

游局、蒙山云蒙景区办事处、临

沂 金 汇 蒙 山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承 办 的 蒙 山 第 八 届 天

然 氧 吧 休 闲 节 启 动 仪 式 在 蒙 山

云 蒙 景 区 蒙 山 会 馆 广 场 举 行 。

山 东 蒙 山 第 八 届 天 然 氧 吧 休 闲

节为期一个月，从 4 月 21 日持续

到 5 月 20 日，将举办旅行社经理

考察、记者和摄影家采风、故地

重 游 特 惠 等 活 动 。 本 届 天 然 氧

吧休闲节主题是“ 运动蒙山、旅

游惠民”。

活动当日，景区邀请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瑜伽教练现场开课授

徒。据悉，蒙山国家森林公园里

的全国首个“天然氧吧瑜伽会馆”

自 2011 年正式开门纳客以来，受

到广大游客的热烈欢迎，人们可

以免费观摩学习，在山环水抱的

环境中寻求心灵的宁静。

山东蒙山天然氧吧休闲节已

成功举办了七届，成为蒙山旅游

一项重要的传统节庆活动，该节

庆活动提升了蒙山旅游地位，吸

引 了 更 多 的 游 客 来 蒙 山 观 光 旅

游、休闲度假。 （于怀峰）

本报讯 （驻辽宁记者袁艳

通讯员杨秋月）为了推进辽宁省

文化产品品牌建设，打造一批在

国 内 国 际 叫 得 响 的 本 土 文 化 品

牌，在辽宁省范围内开展的“ 辽

宁首届文化产品十佳品牌评选”

活动，日前正式启动。这是辽宁

省继 2009 年进行“辽宁省十强文

化产业评选”活动后首次对文化

产业产品进行的评选。

辽 宁 省 文 化 产 业 协 会 会 长

杜 铁 表 示 ，辽 宁 文 化 产 业 资 源

雄 厚 ，先 后 有 诸 多 文 化 产 品 获

得 国 际 国 内 大 奖 。 此 次 启 动 的

全 省 范 围 内 的 文 化 产 品 品 牌 评

选 ，旨 在 增 强 辽 宁 文 化 企 业 和

管 理 者 的 品 牌 意 识 ，提 高 培 育

文 化 产 品 品 牌 的 自 觉 性 ，引 领

全 社 会 共 同 关 注 并 支 持 辽 宁 的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是 进 一 步 推 动

辽 宁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一 项 重 要

举措。

据 悉，“ 首 届 辽 宁 省 文 化 产

品十佳品牌评选”活动，不评选

文化企业，只评文化企业进入市

场 的 产 品 。 本 次 评 选 为 公 益 性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评选活

动截止到 7 月末结束。

本报讯 （记 者 曲 晓 燕）近

日，由中国贸促会北京市分会、北

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北

京工艺美术协会和台北世界贸易中

心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文化

创意产业展在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展

厅拉开帷幕。本届两岸文创展为期

4天，以“传承、创新、合作、共赢”为主

题，设置了“工艺美术”“动漫游戏”“旅

游礼品”和“文博精品”4个展区，展览

面积600平方米，展览摊位50个，50多

家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市文化企业及

其产品亮相宝岛。其中，“工艺美

术”展区展出北京特有宫廷及传统

工艺中的代表类品种景泰蓝、雕

漆、金器、玉器，以及工艺大师和专

业人员结合传统工艺美术元素和

现代生活实用物品而开发设计的

新型文化创意类产品。“动漫游戏”

展区重点展示一批网络游戏、动漫

设计及出版企业的代表类产品。

“旅游礼品”展区以北京市重点旅游

产业项目“北京礼物”为代表，重点

体现北京元素、北京文化特点的“老

字号”及现代工艺旅游纪念品、礼品

和收藏品。“文博精品”展区主要展

示首都博物馆、北京文博交流馆等

各类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成果以及

古玩城、易拍全球、汲鼎、前门天

和等一批知名的文博创意企业的

产品。

展览期间，2012海峡两岸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在台北世界贸

易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京台两地

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文

化产业集聚区及企业代表等围绕

“传承、创新、合作、共赢”的主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与会人士

认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京台两

地在发 展 文 化 产 业 方 面 各 有 特

色，完全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

在国家统计局 2004 年印发的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的九大

门类里，工艺美术业既不属于核

心层也不属于外围层，而是被混

杂于相关层的文化用品、设备及

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制造中。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工

艺美术业的规模与地位，但随着

“十一五”期间的快速发展，工艺美

术业已非昔日文化产业中的“吴下

阿蒙”，已然成为日前文化部发布

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

倍增计划》（以下简称《倍增计划》）

中确立的十一大重点门类之一。

而随着各地加强了对工艺美术产

业的重视与扶植，此前发展中暴露

出的一些老问题也需要在未来几

年找到新解法。

工艺美术产业现状

“十一五”时期，工艺美术行

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持续

以超过 20%的速度快速增长。工

艺美术业还以其投资少、见效快、

市场广等特点，吸纳了大量人员

就业，在改善民生、稳定社会方面

卓有成效。此外，行业内的管理

体系和服务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提

升，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力度得到

加强，进一步确立了其在文化产

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成为展示

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据 最 近 的 一 次 行 业 统 计 ，

2009 年全国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

企业总数近 4 万家，实现总产值超

6500 亿元，2010 年总产值快速增

长到 8000 多亿元。中国工艺美术

协会统计显示，2006 年至 2009 年，

工艺美术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由 4005 家增加到 5629 家，年均增

长 12.01%；工业总产值由 1750 亿

元 增 加 到 3250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22.9%；出口交货值由 898.54 亿元

增 加 到 1165.39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9.05%。面对 2008 年爆发的全球

性金融危机，工艺美术品出口企

业 及 时 调 整 产 品 结 构 和 经 营 方

式，拓展了新的国际市场和国内

市场，出口额不降反升：2006 年行

业出口额为 103.5 亿美元，2009 年

达到 140.4 亿美元，几年来实现了

10.7%的年均增长。

据文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后工艺美术行业要充分发掘民族

文化元素，突出地域特色，强化品

牌意识；有效保护传统技艺，不断

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促进

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密切结合，发

展现代工艺美术；加快传统工艺美

术产品与创意设计、现代科技以及

时代元素融合，增加文化含量和科

技含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根据《倍增计划》，到 2015 年，

全 国 工 艺 美 术 业 增 加 值 将 超 过

6000 亿元，出口额超过 200 亿美

元。同时，将在各地建设一批工

艺美术特色产业集聚区和工艺美

术研发、设计、创意基地。文化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就需要各地

区 充 分 挖 掘 丰 富 的 民 族 文 化 内

涵，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

争力，打造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工艺美术品牌，进而带动工艺

美术产业全面发展。

完善工艺美术技艺的
传承与创新机制

工艺美术业具有行业分散、

师徒传承、手工操作、工艺保密等

特点，必须采取以保护为主，在保

护中传承发展的方针。业内人士

指出，目前传统工艺美术工作者

的创作条件较差，待遇不高，创作

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同时，“父艺

子不学、师技徒不受”的趋势日益

明显，严重影响了以师徒传承为

方 式 的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技 艺 的 传

承。而继承和传承的出版及声像

资料缺乏，使得诸多传统手工绝

技和工艺美术品种濒临失传。

此外，具有创新研发能力的综

合型工艺美术专业人才尤其匮乏，

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使得

一些工艺美术产品局限于传统造

型和传统工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

潮流和国内外市场的变化。据媒

体报道，一些海外买家反映，近几

年中国市场上的工艺美术品与他

们10 年前甚至与20 年前看见的差

别不大，这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

购买欲望。因此，为完善工艺美术

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机制，《倍增计

划》提出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

强传统工艺美术技艺整理传承、人

才保护和技艺保护工作。同时，要

建立科学、完善的工艺美术人才培

养机制和教育体系，为工艺美术人

才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深圳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

书处负责人高小霁表示：“要充分

发挥工艺美术大师、中高级工艺

美术师、传统手工技艺人才和高

校专业教师等专门人才的作用，

注重对工艺美术大师和专业人才

待遇的改善，充分发挥工艺美术

专业人才、能工巧匠的作用；鼓励

工艺美术大师潜心技术创新，悉

心传授技艺，专心攻关。”在高小

霁看来，通过扶持和鼓励工艺美

术大师和高级工艺美术师设立创

作工作室，将是对传统工艺美术

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的创新。

2011 年 11 月，广东省率先印

发了《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

作室认定办法（试行）》。《办法》鼓

励和引导工艺美术大师通过工作

室完善传承绝技、创作精品、培养

人才等，这一政策在全国尚属首

创，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根据办

法规定，工艺美术大师示范工作室

按照社会和业内认可原则，采取专

家评审和政府认定相结合的方式

取得，由广东省政府颁发证书、授

予匾牌，并向社会公布。通过认定

的工作室，优先享受政府相关产业

扶持政策，并可获得相关经费支

持。日前，广东已启动“工艺美术

大师示范工作室”认定，这也对全

国工艺美术产业具有示范意义。

重点扶持特色鲜明的
工艺美术产业集聚区

工艺美术产业化规模的逐步

扩大，离不开产业集聚效应。“十

一五”时期，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生

产单位的工艺美术行业的产业集

聚发展迅速，各级地方政府注重

对产业集聚区的引导、培育，出台

政策和扶持措施，延长产业链，完

善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促进了

产业集聚区的健康发展。根据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协 会 已 有 的 数 据 显

示，截至 2009 年，全国工艺美术行

业已形成产业集聚区 90 个，销售

收入达 1314 亿元，吸纳 351 万人

就业，年投放农村加工费近千亿

元。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雕塑、美

术陶瓷、刺绣、天然植物纤维编织

等行业，分布于广东、福建、浙江、

湖南、安徽、四川等省区。过去几

年，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授予“中

国工艺美术行业特色区域”称号

的工艺美术产业集聚区，不仅进

一步提升了地区形象，也扩大了

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

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然 而 ，记 者 了 解 到 ，大 多 数

省、市、区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的

生产仍然处于分散布局、小规模

手工作业、家庭作坊式的水平，区

域性的乡、村、街的规模和工业、

产业园区寥寥无几。业内人士指

出，这极不利于传统工艺美术的

产业化、市场化发展，不利于创建

工艺美术产业品牌。

由此看来，工艺美术产业集

聚的水平与质量亟待提高。文化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几年，政

府将依托丰富的传统民族民间手

工艺品资源，以工艺资源相对富

集的中小城市和村镇为主体，加

强创意和技术支持，培育集创意

研发、生产销售、文化体验为一体

的传统民族民间工艺品集散区。

高小霁表示，要加快建设集原

材料供应、信息沟通、文化技艺交流、

物流营销为一体的大型工艺美术流

通平台和有影响力与权威性的传统

工艺美术专业市场，并结合全国各类

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分布特点和旅

游景区的建设，合理规划，构建多层

次、有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市

场体系，形成各具特色的传统工艺

美术产业园区。“要继续整合和培育

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集群，扩大产业

集群规模，延伸产业集群的产业链，

增强产业集群的集聚力、辐射力、带

动力和竞争力，推进产业园区和专

业村（镇）建设。”高小霁说。

本报讯 （记 者 杨 浩 鹏）日

前，记者从商务印书馆获悉，一份

深探内幕的全球文化产业调查报

告《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

战争》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据介绍，《主流》提供了目前最全

面的全球文化产业案例集，全面

勾勒了国际文化版图的竞争格

局，深度揭示了美国的全球文化

战略战术，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

文化政策和战略提供了借鉴。

据介绍，该书作者历时5年寻访

30多个国家，对话亨廷顿、约瑟夫·奈

等文化精英，采访了电影、电视、音

乐、传媒、出版、商业戏剧、动漫等文

化产业界的1250位行业领袖，获得

了大量真实而精确的第一手资料。

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电影如何在好

莱坞、华尔街、美国国会等的共同作

用下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迪士尼、索

尼、新闻集团、贝塔司曼等国际文化

资本如何通过并购、联合制作等方

式逐步占领世界各国市场，日本如

何通过漫画、流行音乐等实现它的

“重返亚洲”战略……世界文化战争

将形成怎样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

谁将赢得全球文化战争的胜利等。

据悉，目前，《主流》已售出德

国等20多个国家的版权。

近年来，政策利好背景下的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欣欣向

荣的高速发展时期，然而，繁荣背

后仍暴露出后劲不足、创意匮乏

等症状。各类主题公园作为国内

文化产业的集中缩影，大众娱乐

生活的重要场所，引起了全社会

的广泛关注。据行业专家介绍，

当前中国主题公园的瓶颈已经不

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创新升级，而

是在高举“文化植入”和“科技创

新”两面大旗的同时，如何契合当

下社会发展趋势？这也已经成为

了文化旅游项目丰富游客体验、

塑造社会公众形象的新课题。近

日，笔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北京

欢乐谷有关负责人。

打造“欢乐”元素

20 多年前，深圳锦绣中华的

落成，扭转了国人对“公园”概念

的认知。如今，中国广袤的土地

上各类公园项目层出不穷，尤其

是大型主题公园更是进入了快速

发展的新时期，这也给国内旅游

行 业 和 商 业 地 产 等 相 关 产 业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改 变 。 作 为 较 早 的

从业者，北京欢乐谷通过锻造一

条创意产业链，把博大精深的民

族 文 化 变 成 了 和 时 尚 对 接 的 文

化 产 品，凭 借 高 附 加 值、高 科 技

含量的主题项目，将互动娱乐文

化 与 视 觉 时 尚 文 化 整 合 。 尤 其

是近几年来，得益于政府政策扶

持 以 及 自 身 经 营 的 不 断 摸 索 与

创 新，欢 乐 谷 保 持 着 持 续、高 速

的发展。

随着现代人需求的多样化，

固有的娱乐设施和消费模式难以

激发公众持续的热情，了解消费

者需求，进而打造专属活动是欢

乐谷构筑“欢乐”主题文化的核心

诉求之一。“消费者来到欢乐谷的

初衷仍然是寻找欢乐，这是最根

本诉求，所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

发点一直是打造欢乐元素，这也

是欢乐谷自身感染力和号召力的

精髓所在。”北京欢乐谷总经理赵

小兵对此感悟颇深。

秉承“公益”态度

“北京欢乐谷一直坚持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文化

效益并重。”赵小兵表示：“我们打

破了主题公园娱乐项目和欢乐盛

会的常规体验，比如欢乐谷承载

的不仅是我们‘以人为本’的经营

理念，也是企业长期以来坚持‘文

化潮流和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

集中体现，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更

希望它是传递欢乐、分享欢乐的

播种机。”

“主题公园的核心仍然是文

化，所以就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

世的事情。”赵小兵坚信这一点。

“我们的规模壮大了，相应的社会

责任也随之增加，所以我们也在

结合自身影响力执行并策划一系

列主题公益活动，通过公益活动

对社会的示范作用，我们希望可

以影响更多人，让他们关心身边

的人，将爱传递出去。对于欢乐

谷来说，公益是将欢乐传递和分

享出去的途径，也是企业发展的

初衷。欢乐谷是全社会的，欢乐

是全民共享的。”

4 月中旬，欢乐谷推出了“欢

乐 的 士 日”活 动 。4 月 6 日 至 20

日，的士司机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台的短信或电话平台参与早晚间

《一路畅通》及午间《百姓 TAXI》

栏目的“答问题，赢门票”活动，参

与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北京欢乐谷

家庭入园名额，今年将通过答题

活动送出 600 套免费入园名额。

此外，从 3 月初开始，欢乐谷还携

手北京市少工委办公室推出“霞

客行”活动，以在京青少年为重点

对象，抓住 5·19“中国旅游日”契

机，通过绘画、征文、摄影的形式，

挖掘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树 立 文 明、绿 色、健 康 的 旅 游 观

念，这个活动也受到了家长和老

师的热烈欢迎。

营造“道德”环境

“如果说一个主题公园就是

一部文化教科书的话，那么游艺

设备只是薄薄的印刷用纸，独有

的景观、文化和主题活动则是其

章节，社会示范作用、公共道德服

务则是其主旨。”赵小兵对欢乐谷

的公益活动做了一个比方。

欢乐谷的社会公益活动有别

于 传 统 的 资 金 支 持 和 活 动 赞 助

等，因为这种“ 送零花钱”“ 捐余

粮”的公益形式不利于企业持续、

稳定、长久地开展公益事业。对

于公益活动，欢乐谷有着自身独

特的“秘籍”，首先是携手政府或行

业机构作为主导，受众群体明确；其

次是以自身业务项目为活动平台，

进行独具特色的合理规划；最后在

开展活动的同时也使得自身实力与

品牌得到发展壮大，这些都是欢乐

谷将公益事业稳步开展并带入良

性循环状态的重要因素。

日前颁布的《国家“十二五”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要“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

程，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培育

发展新兴文化产业”，“老唱片数

字资源库”项目就是“文化数字化

建设工程”的一个重点项目。由

财政部出资、中国唱片总公司主

管并实施的“老唱片数字资源库”

首批 800 万元启动资金已全部到

位，目前该项目正在顺利推进。

据该项目负责人之一、中国

唱片总公司总编室主任张晓红介

绍，该项目立足于对全国范围内

的老唱片母版的抢救和保护，以

数字化的形式实现对于这些音像

文物的永久保存；建立起中国音

乐录音数据库和中国戏曲录音数

据库，并基于上述平台和相应的

计算机管理和检索系统，实现更

加便捷有效的版权社会化利用。

所谓老唱片，一般是指使用

机械唱机播放的唱片。老唱片诞

生于 19 世纪末，中国第一张唱片

是 1904 年录制的京剧孙菊仙唱

腔，至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胶木

唱片已完全停产。那么中国现有

的老唱片到底有多少呢？据张晓

红介绍，20 世纪初中国有唱片工

业以来的绝大多数唱片模版现在

都保存于中国唱片总公司节目资

料库中，其馆藏资源收录了一个

世纪以来累存的逾 13 万面唱片模

版及其他录音母版，计数 10 万首

曲目，内容包括许多珍贵的历史

名人的声音档案、歌曲、乐曲、戏

曲、曲艺等。其中 1949 年以前的

唱片模版有 4 万余面，均是极其珍

贵的唱片模版孤品典藏。在“老

唱片数字资源库”项目中，保护和

利用拓展的对象，不仅包括狭义

的老唱片，更包括更广泛意义上

的相关中国音像文物。值得一提

的是，项目不仅着眼于抢救和保

护，更注重老唱片资源的广泛应

用前景。

老唱片保护很早就引起了业

内有识之士的关注，但事实上中

国老唱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状

堪忧。由于资金等诸多原因，这

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妥

善保护和有效开发。老唱片资源

或散落各地，或躺在版库里经历

岁月的各种物理侵蚀，未能通过

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系统的保护

和利用。作为“老唱片数字资源

库”项目申报的主要参与者和推

动者，张晓红亲历了老唱片保护

的十数年艰难之路。

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

唱片总公司当时的主管部门广电

部曾划拨专项资金进行老唱片模

版的清洗保护。但后来由于内外

环境的变化和资金来源方面的不

足，老唱片的维护保养曾在一个

时期被搁置起来。由于没有恒温

恒湿的资料库房和先进的维护和

技术管理，有的唱片老化甚至变

形，有的母带出现掉磁粉，有的唱

片模版不同程度受到氧化和锈

蚀。中唱作为一家大型国有文化

企业，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

仍坚持对老唱片进行力所能及的

保护，但现有的设备和库房储存条

件还是难以满足数以十万计的老

唱片模版的保护和开发的要求。

此次“老唱片数字资源库”作

为国家文化发展重点项目立项成

功，关系到音像文物的保护和利

用，不仅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技术

课题，引起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更

体现了政府切实保护文化资源、

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政策决心。

工艺美术产业需加快从传统走向现代
本报记者 杨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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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公园靠什么塑造社会公众形象
木 岩

山东蒙山第八届天然氧吧休闲节启动

辽宁要评文化产品十佳品牌

第四届海峡两岸文创展成果丰硕

《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中文版问世

产业与市场·资讯

4 月 20 日，以“崇文江苏，人人爱书”为主题的第二届江苏书展以及第八届江苏读书节、第二届江苏农民

读书节和第十七届南京读书节同时开幕。书展主场馆位于南京规划建设展览馆，全国近 500 家出版社带来

约 8 万种出版物参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购书，享受淘书、读书的快乐。图为市民在江苏书展上选购图书。

新华社记者 孙 参 摄

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