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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

于实施“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战略，建设文化强

省的号召，探索山西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规

模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简称“太原高新区”）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

示范、带动、引领、辐射的功能和人才集聚、产业

集聚的优势，大力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按照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群发展、品牌经营”的原

则，以创意为核心，科技为手段，产业化为方向，

搭建创意产业平台，聚集创意产业人才，整合创

意产业资源，打造创意产业链，初步走出一条具

有山西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截至 2012 年底，太原高新区共有文化创意

企业 145 家，占山西省总数的 90%。其中，6 家动

漫企业进入国家级动漫企业行列，占全省的 6/7。

近几年来，区内文化创意企业共制作完成动画

片 150 余部，计 3.5 万分钟。其中，6 部原创动画

片在中央电视台首播，1 部原创动画片在海外发

行，30 余部原创动画片在省市级电视台播出，32

部原创动画作品在国际、国内获得大奖，3 款大

型网络游戏上线运营。

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业集聚优势

2006 年 10 月，太原高新区成立全省首家创

意产业中心，开始搭建创意产业平台，整合创意

产业资源，集聚创意产业人才，大力鼓励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太原高新区

文化创意产业的全面启动。几年来，中心以创

建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为目标，加快基础

设施和孵化器建设，建设和完善了公共服务体

系，并在政策、人才、技术、资金、物业等方面为

入驻孵化器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培养了

一批优秀企业，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并以此

带动了山西省动漫游戏产业向集聚化、产业化、

高端化的方向发展，构建起山西省软硬件条件

最优、人气最旺、商务繁荣、创新活跃、产业蓬勃

发展、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动漫游戏产业发

展环境。2008 年 8 月，山西省文化厅批文，同意

在太原高新区建设“山西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基

地”。2009 年，基地荣获“太原市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称号。

创优发展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2007 年 8 月，太原高新区管委会出台了《鼓

励扶持创意产业发展的暂行办法》和《鼓励扶持

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2012 年 12 月，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做大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总量，太原高新区管委会

又出台了新的《鼓励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

干规定》。政策规定，企业可以在研发场地、作品

播出和获奖、项目研发、平台服务等方面得到扶

持、奖励和资助。该政策在聚集动漫游戏企业和

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太原高新区管委会共投资 1100 余

万元，建设了“全息幻影成像实验室”“动漫影视

作品展播平台”“动漫影视作品审片室”“知识产

权服务中心”和“资源共享与远程调用平台”等 8

个文化创意产业类公共服务平台。截至 2012 年

底，共有 31家文化创意企业享受免费使用研发场

地的优惠政策，计免费使用面积 10094 平方米，

免收房租达 1700 余万元；近几年，扶持各类文化

创意产业项目 25 项，计 710 万元；奖励原创动画

片在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首播，以及在国际、

国内获奖的作品22部，计341万元。

创建产业联盟，支持企业快速发展

为了实现文化创意企业的“创新、合作、共

享、多赢”，2008 年 4 月由太原高新区管委会倡

议，并与 46家创意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太原高

新区创意产业联盟”。 太原高新区管委会财政

拨款 100 万元作为联盟的启动资金。联盟成立

后，太原高新区以联盟形式组织企业参加众多

博览会，取得了良好效果。特别是联盟制作的 9

集大型三维动画宣传片《晋商会馆》，于 2009年 9

月“晋商文化艺术周”活动期间，在太原电视台

展播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客户找上门来与

联盟企业洽谈合作项目。

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山西金卡通

传媒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被文化部、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等部委认定为国家级动漫企业。截至

目前，太原高新区共有 6家企业进入国家级动漫

企业行列。

山西艺龙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原创动画片

《走西口》，获第八届中国（常州）国际动漫艺术

周“金恐龙奖”国际原创动漫作品大赛“最佳中

国电视动画大奖”。

山西盖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原创动画

片《回家过年》，获第十一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

国际动画作品评选活动的“最佳国产宣传片奖”。

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制作的《飞天

精灵》，获第十七届上海电视节“动漫大 show

场-2011亚洲动画创投会”优秀奖。

在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厅主办，

太原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协办的“2011山西省原

创动漫大赛”中，高新区企业有 5部作品获得最佳

奖，12部作品获得提名奖。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创

影影视有限公司在太原高

新区建设的开放式的“全息

幻影成像实验室”里，研发出

了一系列幻影成像产品。这

些产品在“第六届中博会中

国文化创意展”展出后，引

起强烈反响。仅两天的展

会 ，签 订《订 购 意 向 协 议》

400余份。

“扩区跨越”，
创意产业前景广阔

2013 年是太原高新区

全面实施“内抓提升转型、

外抓扩区跨越”战略的关键之年，园区将以新区

开发建设为统领，以产业集群为切入点，以科

研、孵化、创业、加速为支撑点，打造现代科技新

城，加快建设全省科技创新引领区、新兴产业集

聚区、跨越发展带动区和科学发展示范区。

具体来讲，将在汾东新区 13.3 平方公里的

规划范围内，重点建设云计算产业园、物联网产

业园、清华科技园太原分园、光电产业园、生命

科技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环保节能产业

园、科技产业孵化及加速器园 8个专业园区。文

化创意（数字传媒）产业园重点建设的项目有：

汇众动漫产业软件基地建设项目（国家级动漫

企业），山西省广告创意产业中心项目（山西报

业传媒集团、山西广电传媒集团等），报刊网络

出版传媒项目、数字出版产业及报刊网络出版

传媒项目、数字出版传媒大厦项目（山西出版传

媒集团），北京天脉传媒文化产业项目（“千人计

划”领军项目），中外名人文化产业公司和北京

博天集团文化产业项目，山西高新博澳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国家级动漫企业）。

太原高新区文化创意企业——山西问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获得中国十大游戏企业新锐

奖，两款大型原创网络游戏《仙 online》和《问情》

上线运营后，又在汾东新区投资 65亿元开始建设

总占地1200余亩的山西绿云云计算产业园区。

山西舶奥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在获得第四届

美国弗吉尼亚国际视觉艺术最佳二维动画片

奖和最佳二维动画片放映奖，并开发出《泥巴

小精灵——考考曼》、《夺宝小飞侠》、《晋商》、

《走进低碳生活》、《数来宝》、《小河马泡泡》、

《果冻精灵》、《飞天精灵》等原创动画片后，重

点建设“山西舶奥无纸动画制作基地”，这是目

前国内第一个无纸动画制作技术的高科技研发

推广专业基地，列入山西省“重点扶持的十五大

文化产业项目”之一，将成为一个从产品创意、

策划、制作、播出、出版发行、版权保护、培训教

育、衍生产品开发营销、拥有完整高效动漫产业

链的动漫产业发展基地。

十二五“期间，太原高新区将围绕山西省文

化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以市场

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加大文化创意产

业经济总量为目标，进一步探索我省雄厚文化

底蕴与现代科技手段的相结合，开发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真正发挥”国家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的重要作用。

动漫电影《孟母三迁》人物图。

培育文化创意产业 引领山西转型发展
——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纪实

5 月 14 日，山西汇众动漫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制作的祁太秧歌动漫电影《孟母三迁》在中

央 11套戏曲频道成功首播。

6 月 27 日，由昆明市之江置业有限

公司主办，昆明广播电视台《盛世典藏》

栏目承办的“巧夺天工、竞技雕坛——

2013 昆明老街文化盛宴之木石砖三雕

竞技”在昆明老街钱王街宏昌巷 5 号举

办颁奖仪式。

活动现场，云南省文物保护、古建

筑等业内权威专家对作品评选，对优秀

作品予以奖励。同时，由历史馆、保护

修建馆、成果馆、前景馆组成的昆明老

街展览馆已完成收尾工作，进入开馆倒

计时。

传承：之江置业一直用心在做

“昆明老街作为昆明市重要的文明

街历史街区，是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

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昆明市唯

一保持完整的历史风貌街区。”昆明市

之江置业有限公司的沈海虹总经理说，

自 2009 年正义坊开业庆典至今，昆明

老街已经成为现代新昆明一个集吃、

喝、玩、乐、购物的新地标。多年来，昆

明市之江置业有限公司一直用心打造

昆明老街，在 2011 年已基本完成了对

街区内的文物保护单位：聂耳故居、马

家大院、小银柜巷 8 号、居仁巷 10 号、酒

杯楼等挂牌保护建筑的一期项目修缮。

最近一段时间，传统工匠体系在历

史建筑修缮中的发扬光大、维修设计图

纸和工艺要求的差异化与开放式标准、

“群组设计”和小规模渐进式维修、“匠

师设计”的引入，已经成为之江置业工

作中高度关注的重点。

为昆明老街即将要实施的二、三期

工程保护修建工程，更好地保护珍贵的

古建筑文化遗产，真实地还原老街区传

统格局和风貌，之江置业设想通过古建

筑建造技艺的系列比赛，在符合近代昆

明地方性风格总体特征并且弱化成本

和工期制约的前提下，鼓励各地能工巧

匠的积极参与，期望能达到几个目的：

（1）充分发挥传统匠师在历史建筑修缮

工作中的作用甚至重新回归创作设计

环节；（2）检验当前云南省内主流修缮

队伍的技能状况，特别是大工匠的工艺

水准，与清末民国时期做对比；（3）了解

省内古建筑行业传统匠师的传承和变

迁发展；（4）调整和优化昆明老街古建

筑修缮的工艺和材料选用标准；（5）通

过比赛，广纳有实力的施工单位。

这个想法得到了各级文物、规划部

门和众多修缮施工企业的支持和积极响

应。本次在举办的木石砖三雕大赛，是

系列比赛的第一期。配合这次比赛，公

司在五月份深入通海、剑川、沙溪等地追

根溯源，实地调研了一批传统工匠村，寻

访大批雕刻老工匠，现场考察老建筑，第

一手资料的收集，形成了上千张照片和

数万字的考察报告。一些心得体会，希

望有机会能和专家、业内人士分享并运

用到昆明老街的保护修建工作中去。

三雕：古建民居的精华

精美的雕刻饰品是我国传统风貌

建筑中的一大特色。砖木石三雕可以

称作古建筑民居中的精华，也可以说是

民居中的眼睛。

素有“木匠之乡”之称的剑川县，几

乎家家户户都与木头打交道，而木工艺

人的技艺也是祖辈相传，他们擅长雕刻

各种人物、花鸟、山水以及龙凤吉祥如

意等图案，用以装饰门窗、家具等。剑

川木雕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民族木雕

艺术，产品多选用优质的红木、西南桦、

缅甸红木以及天然植物漆和闻名于世

的彩花大理石，使产品具有很高的实用

价值、工艺价值和收藏价值。剑川木雕

有豪华典雅、富有民族气息的客厅家具

类；古朴高雅的嵌石餐厅家具类；栩栩

如生的九龙壁画、九狮壁画、花鸟壁画

类；各型座屏、挂屏、屏风类；古建筑的

格扇门、窗、花枋等几百个品种。

石雕是中国工艺美术中的一枝灿

烂奇葩。它的传统技艺始于汉，成熟于

魏晋，盛于唐。石刻源远流长，它讲究

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式流畅洒

脱。雕刻产品主要以人物、动物、壁炉、

花盆、栏板、喷泉、浮雕、龙亭龙柱、琼楼

玉阁、飞禽走兽、各种精品雕刻等等。

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雅明快的

现代艺术风格，在海内外享有“巧夺天

工”“石破天惊”之盛誉。

砖雕是中国古建雕刻艺术及青砖

雕刻工艺品，目前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砖雕由东周瓦当、汉

代画像砖等发展而来，在青砖上雕出山

水、花卉、人物等图案，是古建筑雕刻中

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用来装饰

寺、庙、观、庵及民居的构件和墙面。民

间砖雕从实用和观赏的角度出发，传承

祖辈技艺，结合当地特点，使得砖雕形

象简练、风格浑厚，不盲目追求精巧和

纤细，以保持建筑构件的坚固，能经受

日晒和雨淋。

创作：传承古法中加入新元素

传承于祖辈手工艺的工匠们，每天

都会痴迷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他们有时

为了一件作品能连续顺利的完成，经常

废寝忘食、昼夜劳作。这种全身心投入

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都是对自我的全

新超越，更是在祖辈工艺的基础上青出

于蓝胜于蓝。

木石砖三雕大赛的 30 件作品涵盖

了木石砖雕刻最为精华的技艺，镂空雕

花隔扇门、花枋；神态活灵活现的石狮

子；精美的门枕石、花台、柱础；寓意深

刻的砖雕影壁等等。无不是各路大师的

精心之作。在传承古法的同时，也加入

了大师们自己的创意，融入了现代审美

元素，使作品赏心悦目的同时，更加具备

地方特色和实用性。

保护：修旧如旧，原汁原味

精美而优秀的雕刻作品，将会用

于昆明老街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并做

到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对于历史建

筑 的 修 缮 ，要 忠 实 于 其 原 格 局 型 制 、

原工艺和原材料，保存好该建筑物在

数 十 年 乃 至 上 百 年 的 历 史 变 迁 过 程

中历经使用

的 痕 迹 ，甚

至有选择性

地接受一些

人为的变动

和改造。建

立在严密的勘察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之

上，忠实于“原”、保存好“旧”，留存好

各个历史时期的印记，“仿旧”的添加

部分应该和真实的“原旧”有所区分，

这是之江置业目前对于历史建筑单体

修缮的基本态度。

另外，昆明老街将秉承四个原则来

修缮昆明市内唯一保持完整的历史风

貌街区：第一，原真性。保护真实的历

史文化遗存，保持街区传统格局和风

貌。文物建筑不改变原状。第二，整体

性。保护房屋建筑本身的同时，积极保

护周围环境，提升基础设施配套。实现

街、巷、院、建筑和周边环境景观的多层

次、立体保护体系。第三，可读性。要

保留街区与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

的痕迹。第四，可持续性。保护结合科

学利用，保护结合有效监管，“渐进式”

“小规模”陆续开展。

之江置业：精雕城市记忆 铸造昆明名片
——昆明老街文化盛宴之木石砖三雕竞技大赛侧记

项目简介：昆明老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占地 200 亩，作为昆明市内唯一保存完整的历史风貌街区，区

域内有文物建筑、历史挂牌建筑 32栋。项目由昆明市之江置业有限公司自筹资金，按照“统一动迁、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统一经营”的“四统一”原则，分三期滚动实施。昆明老街项目在文化产业投资、保护修缮及文化产业的运营和管

理上，做到传承与发扬，融合商贸、休闲、旅游、文博、革命纪念等复合业态，依靠老街丰富多元的建筑、人文和商贸形

态载体，为昆明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打造一张精美的城市文化名片！

砖雕影壁一等奖作品《年年有余》。

木石砖三雕一等奖获得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木雕一等奖作品《花枋》。 石雕大师加工石雕场景。三雕评选现场及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