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5年度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青年优秀创意作品终评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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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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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作者

程家彬

陈爽爽

杨宇凡

王 佳

周 勇

何 超

吴震毅

曾凡俊

陈威威

霍春晓

邱懿武

吕金鲜

黎玉泽

柯佳华

关嘉欣

孙振华

熊 韬

黄 艳

黄 路

高文亮

王 菁

钱 缨

胡 筠

胡 喆

王晓成

张 慧

徐 航

周 媛

郭 勇

张敬德

胡俊杰

杜 沁

薛亚兵

李 梁

刘大伟

作品名

中国意象生肖图系列

中国春节形象设计系列——十二生肖

“卯榫结构小型建筑”

行李箱改良设计

夜行绑腿灯

水滴石穿加湿器

田铺大湾美丽乡村公益设计—导视系统设计

玩乐·创意图形之饕餮纹图案设计

Beach Guard

重量感应概念中药砂锅

云马智行车

妄言

黔丝巧染

鱼干包装

广府年

纤维艺术绳编壁挂——《领悟》系列

玉龙灯

电子消毒肥皂

生态伞架

Gradual whale

记忆性被子设计

半山 半水 半田

“皂访南京”温泉手工皂系列

香器—观烟型

二十四节气

《中国梦》——信、道、乐、祥

中小学生安全手册书籍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兔爷 T 恤、书签设计

年画书籍设计

“鸡毛换糖”系列文化用品

空想恐龙

幽篁不秋—竹编拎包系列

陕西民俗创意系列作品

百什样

《朽木》——国内首家边角料再设计平台

2014—2015年度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重点扶持青年设计人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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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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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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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鹏翔

王雨龙

吴少鹏

郑杨硕

王雨晗

梁启洋

方健舟

郭 岩

李 潇

程 智

曾惠泉

蓝恭帅

张永胜

罗 靖

雷小庆

周 姣

王思涵

吴杰的

谢宇蒙

崔丽伟

曲贵翔

沙 锋

吴梦琪

高 辉

李 程

林定松

张陈晓

吕倩倩

王卓然

岳林昊

王 冲

唐得川

陈燕芬

韩玉娇

郭晓阳

作品名

新—空间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居住空间设计

在西街 遇见昨日的泉州

爱上地沟油

榫卯凳

便藏式排插

经典生肖京剧脸谱头枕

盲人插座

Helper

井盖设计

伸缩式家庭储物柜

睡莲

钟馗出巡

湖南桃花源古镇—阡陌寄旅

晋

中国传统节日形象设计—七夕

顶针系类包装设计

邻居

百兽学院派

运动品牌包装设计

中国四大爱情故事系列招贴

Ecology+You系列

公益自行车海报

新疆特色手工羊毛娃娃

童年趣事—九子游戏杯

智平衡电动独轮车

“乐网”投影羽毛球网装置设计

X—max电动摩托车

山水·置物盘

“自然之光”庭院灯设计

改良泡菜罐子

“清”便式水杯

卷夹

智能解冻器

苏州轨道交通车站空间环境设计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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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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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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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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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作者

朱晓鸣

王云龙

白晓霞

李海滔

李佳嘉

刘 松

卢 静

章俊杰

李 锋

王向阳

王稚蕾

王 瑾

严 琰

成 咪

桂 蕾

崔旭东

何冬冬

李 强

曹鑫渝

刘雪娇

潘宏欣

丁艺媛

陈志锋

陈奕鹏

蔡逸君

吴越齐

徐 旭

张 茜

孙文涛

王 康

赵旭平

罗 轶

朱思睿

邓钰祺

作品名

西溪壹号 20号楼售展中心

高校教学楼改造设计

“桦语”环保容器系列—北方少数民族旅游纪念品

《喜立方系列作品》

永久城市自行车设计系列

伞茶漏

口袋城市—模块化风情背包设计

竹编系列：豆

陶瓷香台系列设计

花无缺 1

前生今世

十三城记—江苏传统工艺再生设计

“新年画”系列作品

豆乡

贝斯狸系列卡通形象

溪水间茶叶产品设计

闽南文化创意系列

人性化剪刀设计

ZODIAC SERIES 生肖系列插画

无生

民族风

独辟蹊径

别给汉字“长脸”

《正能量传递》便利贴系列

小动物系列骨瓷盘设计

自然的馈赠——岭南植物染色工艺应用设计

太湖·文房

胖胖兵马俑——番茄钟定时器

越王勾践剑——圆珠笔

地图的旅程

基于中华文化的易区分矿泉水瓶

摩天轮农场

断·段——一次性书夹再设计

可持续爬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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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晓艳

吴小双

陈子驯

向艳乔

胡 斌

李劲松

王 刚

姜晶晶

盛淑娴

陈勇军

金厚飞

黄埔均

熊 杰

马佳华

吴珠标

刘 攀

陈清华

李 游

王 建

鄢载伟

李 鹏

马春燕

温坚灵

闫瑞峰

张家轩

周 雷

刘 雷

马凯敏

余 飚

董斐然

许 波

王通武

朱东贤

张 通

作品名

享乐

长途交通局域网系统

便携式旅游水杯

那蓝家饰设计系列

Super Qil榨油机

音浴

手电台灯

微型实物垃圾处理器

倾·触

餐具、罐头一体设计

一笔多用

触摸杯

惟道创意室内设计有限公司办公空间

苏州雅杰服饰展厅

扭曲几何—CC’cafe’空间设计

火舞炭烧

婴萌智能配奶机 Milking

天堂竹语文化伞

《游春新记》

Anew Console 船舶驾控台

风向导 多功能电风扇

鼎艺堂——时尚工艺品系列

水下可视钓鱼系统

家用台式净水器

新疆少数民族风格创意时尚服饰

书房木灯

原色家具套装

金蟾献瑞

可余

“创意之源”世博会博物馆标志设计

仰望星空 见所未见

吴文化保护视觉创意设计——姑苏十二娘

原创动漫电影《天艺之火山大冒险》

回归本源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精神，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领域创意创业水

平，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在助推国民经济转型升

级、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增强国

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部、财政部于 2013 年

联合启动了 2013—2014 年度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

划，2014 年继续实施 2014—2015 年度人才扶持计划，并以“提

升文化产业创意创业水平，促进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为年度主题，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作为项目申报单位

负责整个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

该项目委托有关承办单位通过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

会、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面向全国设计人

才征集优秀青年创意设计作品。活动自开展以来，全国青年

设计人才踊跃报名参与，共报送 3132 件创意设计作品，其中

不少作品具有独特创意，跨界融合性强，且兼顾艺术性和实

用性，为促进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带来活力和源泉。

2015年3月，主办方组织专家进行了作品初次评审，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经业界专家数轮严格评选，共确定视觉传

达类创意设计、传统手工艺品的创意设计以及文化创意与先进

制造业、建筑业、旅游业、体育产业、特色农业、信息产业融合类

的435件作品入围，由主办方分别在中国（义乌）文交会、苏州创

博会、深圳文博会、北京文博会提供免费展览推介。作品入围

人员将入选文化部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库，并授予证书。

为保证活动的公平性和权威性，主办方邀请了创意设计

行业知名企业家、投资专家及高校教授等专家组成终评委员

会，在第十届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设立终评展区，由

专家现场进行筛选，终选出 138 件优秀创意作品在第十一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进行展示推介。138 名青年设计人才

经公示后将入选文化部文化产业创业创意人才库，进入文化

产业创业创意人才扶持计划重点扶持范围，主办方将向其颁

发荣誉证书，并向社会重点宣传推介。

现将 138 名青年设计人才名单进行公示，同时在文化部

网站（http://www.mcprc.gov.cn/）、国家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

台（http://www.ccipp.org/culture/）进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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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涌镇为主要基地，广东省中山

市的红木家具产业已有 30 多年的产销

历史，产销量一度占据全国市场份额六

成以上，大涌、三乡、沙溪……一个个专

业镇撑起了中山红木家具产业集群的

金字招牌。但今天，这里的红木家具产

业与很多传统产业一样，正面临着“内

忧外患”的困境。

不久前，备受瞩目的中国（大涌）红

木文化博览城（以下简称“红博城”）对

外试营业，这座占地 300 亩、总投资 48

亿元的红博城不仅被寄予盘活当地产

业的厚望，更为国内红木行业的发展树

立了新标杆。从这一视角出发，红博城

堪 称 大 涌 镇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一 个 缩

影。以重大项目撬动产业发展，这也是

中山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

段。在经济新常态和新型城镇化背景

下，且看曾立于产业潮头的中山如何再

度翻浪弄潮。

文化为先，挺立潮头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入大涌，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琳

琅满目的红木家具经营店铺让人不禁

惊叹这座边陲小镇的繁华；直入大涌牌

坊 200 余米后，一片庞大、恢弘的古典

中式建筑群更会惊艳你的双眼——这

便是一期即将完工的红博城。这座按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标准进行规划，由

昆明世博园主创团队主笔王洲设计的

“城”，在规划设计之初就瞄准了“新地

标”的定位。

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座“城”？这

还要从大涌红木产业发展现状说起。

东临岐江、西靠西江、毗邻港澳，借

助明显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以及改革开

放的春风，并非“广作”红木发祥地的大

涌把红木家具产业做得风生水起。从

1979 年 4 位大涌人筹资办起大涌第一

间家具厂算起，红木家具产业在大涌从

最初的一间厂、一条街，扩展到整个镇

区，辐射至周边的沙溪、三乡等镇，大涌

镇先后被授予“中国红木雕刻艺术之

乡”“中国红木家具生产专业镇”国家级

区域品牌称号。但这些都已成昨日荣

光。2012年，中山市经济委与政协大内

参调研组开展了红木家具产业发展方

向专题调研。据其调研报告，目前，中

山市的红木家具产业在规模、气势上已

明显弱于东阳和仙游。

“浙江的东阳、福建的仙游，原来是

给大涌输出木匠、雕工的地方，但在近

些年，已出现了庞大的红木家具产业集

群，甚至广西凭祥、东兴等地的红木家

具产业也迅速崛起，给大涌很大压力，

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大涌镇党委

书记黄红全对笔者说，“我们不能再单

纯地扩大产业集群的个数和规模，应该

更多地着眼于提升产业集群发展水平；

也不能再单纯地靠‘卖木头’，而需借助

文化提高其附加值。”面对严峻的现实，

黄红全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对于中山红

木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他感

叹，“文化是水，产业是船，水有多深，船

走多远。中山红木家具产业背靠的是

岭南文化、香山文化，而长期以来，这一

点被忽略了。”

这一观念得到了中山本地企业家

的共鸣。基于长期以来对红木产业和

大涌经济现状的思索，2013 年 10 月，大

涌本地企业家林孟礼正式启动红博城

项目。“作为大涌人，我非常希望自己的

家乡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投巨资打造

一座“城”，用林孟礼的说法，是在“圆一

个梦”。“这座‘城’不仅是红木采购平

台，更是集传统文化精粹于一体的博物

馆、体验馆，一扇开启红木文化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的窗口。”林孟礼说。

“中山应在香山文化的引领下，组

建专家团队，协助红木家具产业挖掘红

木家具内含的文化元素和精髓，刷亮

红木家具文化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

竞争力。在扶持一至两家欲在红木文

化 上 做 深 度 探 索 的 龙 头 企 业 的 基 础

上，打造一个市级大产业、一个会展大

平台、一个培训大基地，并尽快形成两

三家龙头企业、两三个著名品牌。”这

是多位业界人士为中山红木产业转型

升级所献之策，与林孟礼打造红博城的

想法不谋而合。

红木为核，文化为魂
打造中山文化产业旗舰

在红博城的展厅，工作人员向笔者

展示了一个多功能、体验式的具有红木

文化特色的新型产业综合体。尽管以

“红木”为名，这座“城”所涵盖的内容却

不止于红木文化，沉香、陶瓷、刺绣、木

雕、服装等业态在这里兼容并蓄。文化

的凝聚力亦体现在这座“城”的规划设

计中，商贸、文化、旅游等空间在这里优

化组合，通过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

动关系，形成一个以红木为核心，多功

能、体验式的城市综合体。

林孟礼告诉记者，他对红博城的

设想其实经历了从“商城”到“博览城”

再到“文商旅”新型城市综合体的思路

转变。“红博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红木

家具大卖场，除了红木商贸展示交易，

它还被赋予红木博览、文化旅游、情景

体验、珍藏拍卖、艺术交流、中式演出、

中式生活、建筑艺术、产业集群等诸多

功能。”在林孟礼看来，一个大型综合

体要在一个城市乃至全国成为唯一，

就必须多元化经营和发展。红博城在

当初起草建筑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

大涌以及全国红木产业缺少的东西，

而目前大涌正在推进红木产业转型升

级 ，更 需 要 一 个 红 木 家 具 、红 木 工 艺

品、红木文化博物馆以及工艺大师聚

集的综合体。

“一座城要有文化、有商业、有旅游

才能称之为城。在红博城里，文化是放

在第一位的，红木家具需要用文化这个

链条来传承，而文化是永不落幕的。我

希望把红博城打造成一个红木文化、红

木交易、红木交流学习的综合性平台，

让入驻的企业体验到传统文化所带来

的力量。”林孟礼说，他所追求的并非大

而全，适当时候，红博城也会做一些减

法。比如红博城在招商方面严格控制，

50%的面积用于红木企业进驻展示和

销售，50%的面积用于工艺品展示和销

售、红木文化博物馆，以及工艺大师创

作和办公基地等，“对于商业回报，我们

可以看得更长远。”

“红博城是广东省和中山市重点

建设项目，是中山市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是市镇共建服务业集聚区的龙头

项目，是大涌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引擎，对红木家具产业的转型升级意

义 重 大 。”中 山 市 文 广 新 局 副 局 长 何

星球说。

黄红全告诉记者，红博城项目自策

划立项之日起，就得到了中山市文广新

局、大涌镇政府等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

重视与支持，因为这座“城”，不仅代表

着大涌镇的文化地标，也是中山市文化

产业的一艘旗舰。“提升红木文化含量，

强化区域品牌影响力是产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与抓手。对于红木家具产业的

转 型 方 向 ，镇 委 、镇 政 府 也 一 直 在 思

索。我们认识到，红木与文化的融合是

未来的主要方向，这将是一篇大文章。”

他表示，为了让“红木更红”，大涌的做

法主要在两个方面，即文化建设与区域

品牌宣传，大涌政府将继续加大对产业

的支持力度，也在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

支持。

资源整合，产城融合
打造红木文化旅游小镇

红博城堪称大涌镇产业转型升级

的一个缩影，其经营区域已经超出一般

意义上的镇区边界，初步具备了现代产

业集群的某些特色：几千家企业在这个

区域形成了从原材处理到最终产品销

售的完整产业链，此外，还基本形成了

初期的支撑体系，比如基础公共设施、

污水处理、教育、金融银行服务、交通及

政务服务等。

笔者了解到，目前大涌镇正在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打造红木文化旅游

小镇。《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

划》已将大涌定位为广东省文化旅游小

镇，大涌将以红博城为核心，依托“两

江”（岐江、西江）、“一山”（卓旗山）、“一

岛”（陆泉沙岛）的自然资源，并将安堂

古村落、古祠堂、南文蚝壳墙等散落的

“珍珠”串起来，重新整合大涌的旅游资

源，完善相关旅游配套，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产业。同时围绕这一发展定位，大

涌还启动了《大涌镇红木家具产业文化

集聚区城市设计》工作，调整城镇片区

发展策略和布局，带动娱乐产业发展。

“大涌镇要续写红木家具产业的辉

煌，必须坚持文化引领和项目带动。未

来，一走进大涌镇，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

红木文化氛围。”在广东省产业研究院特

约研究员吴少瑜看来，大涌因红木而兴，

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其发展定位越来越

清晰，目标就是打造红木文化旅游小镇，

将红木产业与文化旅游业相结合，推动

红木产业从卖产品到卖文化的转变。

据悉，大涌已邀请广州规划设计院

对镇内 2.5 公里的红木文化集聚区进行

整体设计，下一步，将逐步形成纵向包

括红木木材交易市场、家具工艺品生

产、终端销售展厅和大型专业市场、红

木家具配套服务、检验检测和知识产权

保护，横向包括与红木家具配套的文化

产品销售、会展推广、工艺鉴赏、艺术品

拍卖等全方位的完善产业链。

目前，红博城已完成一期一区整体招

商入驻的95%以上，入驻商户近150家，今

年底，红博城一期一区将正式对外开放。

相信随着红博城的惊艳登场，中山红木家

具产业链的竞争力将再度凸显。

“集约大涌、效益大涌、诚信大涌、

新城大涌、人文大涌、活力大涌”，这是

当前大涌镇提出的六大战略，也是大涌

人挺立潮头、翻浪弄潮的豪迈宣言。

透过一座透过一座““城城”，”，看大涌红木产业转型升级看大涌红木产业转型升级
蔡 萌

中国（大涌）红木文化博览城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