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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社会也提升了自己

深圳“最美爱心艺术大使”李亚威，13年倾情彝山，
赴云南楚雄编导拍摄出多部艺术精品，把彝家人的风
土民情推向世界。她还自己掏钱为彝族村民建立文化
站，将现代文明带进山区。“我的后方是深圳，我是带着
深圳精神去少数民族地区的。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每天都在消失，这些像金子一样宝贵的东西，我要
在它们消失之前把它们抢救过来。”李亚威说。

刘瑞是深圳医疗卫生系统的第一个干细胞捐献
者。去年，她与上海一名 11 岁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儿配型成功，毅然捐献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了
患儿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参与关爱行动，令人感动、骄
傲和振奋。”市委书记王荣感慨地说，正是本着以阳光
心态面对人生、以辛勤劳动创造生活、以感恩情怀融入
社会的理念，在深圳这座关爱之城中不断涌现出一批
又一批的先进人物，他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温暖着
社会，提升了自己，获得了快乐和幸福，弘扬了城市的
文明和风尚。

每个人都伸出爱心之手

在深圳，融入爱心暖流的除了一个个普通的深圳

人，还有广大的社会力量——媒体、党政机关、爱心企
业以及众多社会公益组织。由《深圳晚报》发起的“燃料
行动”，是深圳“关爱行动”中为了帮助“地贫（地中海贫
血病）儿童”而设立的一个知名爱心品牌。活动开展十
余年间，已经帮助过100多个“地贫”孩子，其中20多个
孩子通过骨髓移植手术彻底摆脱了“地贫”。《深圳晚
报》副总编辑童俏说：“媒体是眼睛，发现社会上真正需
要关注的人；媒体是嘴巴，能将这种需要传播出去；媒
体也是桥梁，能将各方爱心力量对接。”

“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爱之爱基金，定向资助好
人和模范代表。深圳“红基金”，帮助身边好人和道德模
范圆梦，“点燃他们爱的梦想，为好人送去一座城市的
关怀和温暖”。还有富士康科技集团、华强集团和壹基
金等，都是深圳爱心企业公益慈善的知名代表。

春节期间，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联合主
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深圳市2014年新
春艺术关爱系列活动”，活动全部免费开放。

从 2003 年第一届“关爱行动”至今，深圳“关爱行
动”吸引上千万人次参与，共组织开展了 1.8万余项活
动。深圳注册义工已达90.1万余人，无偿献血总量累计
450余吨、深圳市慈善会、深圳市红十字会、深圳市关爱
行动公益基金会等三大爱心账户募集善款28亿元，全
市爱心捐款更达52亿元，人均捐赠量连年排名全国第
一。涌现出了丛飞、孙影、郭春园、李亚威、李传梅等一
大批爱心人物，打造了一系列品牌公益项目。

组织模式告别政府包办

深圳“关爱行动”是一项爱的创举：“关爱行动”在全
国首创了“党委政府主导、媒体承办推动、企业社团协
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成立了深圳市关爱行动
公益基金会，打造了透明快捷的救助渠道，对市民的个
性化需求做出及时回应，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会关爱。

“关爱行动”对于社会各界力量的有效调动，源于
其不断创新的高效组织模式。在组织模式上，深圳关爱
行动进行了大胆创新，委托媒体具体承办。负责关爱行
动日常运作的具体办事机构——深圳市关爱办，就设
在了深圳报业集团。这一模式与以往运动式的、政府包
揽一切的社会救助模式形成明显区别。深圳关爱行动
的民间性，使全市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市民群众，纷
纷自发地参加到这场爱心大合唱中，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共同汇成爱心暖流。

在发动救助、打造项目之外，“关爱行动”还在积极
进行“功能升级”——“做平台”。“关爱行动”在媒体开
设了公益周刊、幸福周刊，创办了明善公益网、创意谷
公益组织孵化基地、关爱俱乐部，逐渐搭建出一个全市
公益信息汇集、慈善资源整合的平台。

兄弟省市纷纷前来取经

深圳“关爱行动”已与市民携手走过十余年。十余年
来，一批成熟专业的公益项目和品牌脱颖而出：“募师支
教”行动为山区孩子带去了知识和梦想；“公益金百万
行”带领全城市民为爱行走；“燃料行动”为贫困的“地贫
儿童”续燃生命；“幸福促进中心”为都市焦虑的心灵疗
伤；“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让公益慈善资源得
以整合、信息得以汇聚、爱与被爱得以交织……

这些公益项目和品牌不仅在深圳深入人心，在全
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关爱行动”的公益模式正在向
全国输出：“燃料行动”在广东、广西、海南被成功复制；

“橡皮鸭漂流公益项目”也从深圳漂到了上海、北京、河
南、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爱心人物孙影、爱心家庭
代表梁小明在贵州、江西等地牵头成立了“志愿者团
队”，积极推广深圳模式。

到目前为止，已有北京、上海、成都、青岛、大连、
厦门等多家兄弟省市的文明办前来深圳考察、交流和
借鉴关爱行动的做法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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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自2003年确立“文化立市”战略以来，文化

产业以年均20％的速度快速发展。去年，深圳文化创意

产业增加值超过1357亿元，超过全市GDP的9%。

深圳作为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
综合性试点地区之一，不断推动文化
体制机制创新。2003 年以来，深圳陆
续出台了 《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
例》、《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政
策》、《关于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若
干措施》 等一系列法规，同时，相关
部门也陆续出台了文化创意企业人才
安居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
深圳还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十一
五”期间，市区两级财政共安排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8.5亿元，重点为一

批原创研发、高速成长型的文化企业
和项目提供资助和扶持。2011 年起，

《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政策》 实
施，5年内市财政每年投入 5亿元、区
级财政每年投入约2亿元，对深圳市文
化创意企业在原创研发、贷款贴息、
保险费资助、中小企业房租补贴等 20
多个方面给予资金资助、补贴或奖
励。优良投资发展环境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投资项目，仅“十二五”期间的
文化创意产业重点项目就有 40 多个，
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深圳充分发挥高科技城市、金融
中心城市、滨海旅游城市和设计之都
等优势，深度挖掘、整合相关产业资
源，形成了“文化+科技”、“文化+金
融”、“文化+旅游”、“文化+创意”、

“文化+休闲”等产业发展新模式、新
业态。 “文化+科技”模式，把文化
与科技紧密结合起来，深圳高新区是
全国首批 16 家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
合示范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200多
家知名文化科技企业，不断培育发展
新的文化业态，优化提升产业结构，
为文化创意产业高端起步、跨越发展
奠定了基础。深圳在国内较早建立了
文化产权交易所，参与发起设立了首
支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文化
产权交易所、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为主
导的“文化＋金融”模式，不断创新
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方式，构建了

文化产权交易、文化产业投融资、文
化企业孵化的重要平台。政府相关部
门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风险投
资、证券公司的合作，积极为中小创
业型文化企业、成长性文化项目以及
创意成果转化提供融资市场，促进文
化资源与资本的高效结合，拓宽文化
企业、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融资渠道，
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呈现多元化的发展
格局，涵盖国有、民营、中外合资等
多种模式。

深圳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的特色
十分突出，创意设计类企业迅猛发展，
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创意设计理念渗透到文化创意产业
的生产、制作、传播、营销的全过程，极
大地提升了产业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
加值，凸显了“设计之都”、“创意城
市”的产业特色和城市形象。

深圳文化创意产业采用行业集聚、
空间集中的发展策略，培育建设了一批
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能起到示范效
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至今，深圳共认定了市级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 34 个、创意产业基地 20 个，其中
12 个园区、基地被国家相关部委认定为
国家级的示范园区或示范基地。经过多
年的培育与发展，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显现，对文化
创意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促
进和示范作用，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重要主体和扩展国际国内文化交流的
平台。2012年，深圳市级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建筑总面积 370 多万平方米；园区
进驻企业和运营机构的营业收入总额
559 亿元，纳税总额 38 亿元，从业人员
10万人。

深圳在创造开放型、外向型经济奇
迹的同时，也实现了文化贸易的扬帆远
航，成为中国文化贸易的黄金口岸和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头堡”。2012
年，深圳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达 43.3亿美
元，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强，起到了领跑
全国的示范带头作用。

深圳在推进文化贸易方面出台了多
项政策措施，如支持文化创意企业参加
国际展会，鼓励与海外相关机构合作举
办文化产业投资贸易推介活动；每年认
定“文化创意企业出口十强”，并对进
入国家重点文化出口目录的企业和项目
给予支持，从多方面、多维度拓展国际
市场，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深圳
先后有55家企业、14个重点项目被评为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腾
讯、华视传媒、A8音乐等优秀文化企业
在境外实现上市。

在支持文化企业大力发展文化贸易
的同时，深圳打造的12个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基地和50多个市级文化产
业园区、基地大力支持入园
文化企业

以“集团军”的形式联合“走出去”，
使他们尝到了抱团远航的甜头。大芬油
画村是国际知名的油画交易中心，年出
口额近20亿元。罗湖水贝珠宝城汇聚了
1500多家珠宝企业，是全国黄金珠宝企
业最集中、交易最繁忙的珠宝基地。罗湖
笋岗工艺礼品城，是国内最大的工艺礼
品展示、交易和出口基地，2012年与澳大
利亚有关方面合作建立了“澳洲深圳工
艺礼品展示中心”，是国外首家以“深圳”
命名的大型常设展馆，开创了由大型专
业市场和行业协会联合帮助中小企业

“抱团”拓展海外市场的新模式。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

综合性文化产业盛会，深圳文博会成功
举办了九届，成交额超过8000亿元，已
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引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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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第十一届深圳关爱行动温馨起
航。本届关爱行动围绕“阳光·辛勤·感恩”理
念，以“日行一善”为年度主题。

今年，深圳“关爱行动”将开展1708项活
动，并搭建动员表彰、展示对接、渠道传播、
研究发展四大平台，开展温暖、幸福、彩虹、
成长、阳光、传递、绿色、平台八大关爱计
划，打造“募师支教”、“燃料行动”、公益金百
万行等一批品牌项目。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启动仪式上说，希望
每一个深圳人都能够从自身做起，树立“阳光·
辛勤·感恩”理念，为推动这座城市的文明进
步、加快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建设、谱写中
国梦深圳华章而共同奋斗。

深圳新安街道开展情系劳务工送温暖系列活动。 邱海彬摄

关爱行动启动仪式 罗湖区义工看望福利院老人 盐田区卫生局为外来务工人员现场义诊。 陈雨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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