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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记忆

【现代文产体系基本形成】

经过 30多年的发展，罗湖区已成为深圳的商贸中
心和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首饰加工基地，文化创意产
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目前，罗湖区以创意设计、高
端工艺美术及动漫游戏为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
发、文化信息服务等为辅，已基本形成传统文化产业
特色突出、新兴文化产业门类丰富、行业整体时尚创
意气息浓厚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罗湖区文化产业以工艺美术品和艺术品及文化产
权交易 （文化产权交易指文化企业股权转让、艺术品
所有权转让、版权、项目融资） 两大类别为主，2013
年营业收入分别占罗湖区文化产业总营业收入的
53.71%和30.97%。

借助文博会平台，罗湖区以文化为引领，成功实
施了老城区转型升级。地处罗湖区水贝、连续举办 10
年的文博会分会场——深圳珠宝集聚区，15年前还是
一栋栋破旧的厂房，每月每平方米租金仅几元钱，到
今天每平方米一两百元还一铺难求。这里已集聚 3000
多家珠宝生产经营单位，年交易总额 1000多亿元，成
为全国黄金珠宝首饰的生产制造中心、信息交流中心

和展示交易中心。这里吸引着知名珠宝企业不断进
入，尤其是产业链的两头——设计研发和流通类企业
呈现万马奔腾的态势。

罗湖区另一家文博会的老牌分会场——深圳工艺
美术集聚区，20年前也是一个旧仓库区。在政府和市场
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这里迅速崛起了艺展中心、笋岗工
艺城、明珠艺成、艺茂中心、艺览中心、楼尚文化创意产
业园等多个高端、大型工艺美术卖场，集聚了大批优秀
的设计师团队。目前，集聚区总经营面积超过了 40万平
方米，汇聚了近3000家商户，展示上百万种商品，囊括了
全国80%以上的知名工艺家具品牌，高端时尚工艺品、家
居饰品、古典家具等应有尽有，成为全国最成熟、最具人
气的高端工艺美术集聚地，全国家居饰品的首选采购基
地和高端工艺美术时尚潮流发源地。

【“互联网＋”风靡文化产业】

罗湖区文产办提供的分析报告显示，八大新兴业
态为罗湖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其中包括动漫
设计、广告创意、古玩交易、影视版权、数字出版、
工业创意设计、旅游文化创意、互联网文化创意等。
罗湖区现有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互联网文化创意企

业27家，2013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
企业6家，1亿元以上的企业2家。

“文化＋科技”型企业也在罗湖区得到
长足发展。现有此类企业近 200 家，其中
2013 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56
家，1 亿元以上的企业 7 家。2014 年上半
年，高技术类文化产业的营业额为27.74亿
元，2014 年全年增长率超过 12%，增速明
显快于文化产业的整体增速。

罗湖区东区的莲塘片区被誉为罗湖区
“硅谷”，正在形成“电商＋文化”产业集
聚带。该集聚带以深圳市互联网产业园为
核心，集聚文化企业152家，其中具有一定
营业规模的文化企业35家，2013年35家企
业的营业收入合计22.21亿元。

扎根罗湖区多年的深圳市点石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是全球顶尖视
效创意公司，首批“国家级动漫企业”、

“国家高新企业”之一，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公司
出品作品百余部，以独到的创意和精湛的技术开创了
多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是行业
的引领者和风向标。迄今为止，该公司已在影视广

告、动画短片、数字视效等领域的国际一线赛事中获
得14项国际大奖，其中有12项金奖。

罗湖区文产办主任刘美娇透露，罗湖区正在筹备
打造广告视效创意设计“文化＋科技”产业园。依托
点石数码谋划建设广告视效创意设计产业园，计划引
进全球最大的二维、三维设计及全球顶级广告视效创
意企业进驻，并与梦工厂、阿凡达剧组进行合作，建
设可承接世界顶级视效业务的文创产业基地。

【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罗湖区多个龙头企业继续保持快速发
展势头，领跑全国文化产业。例如，今年一季度，罗
湖区重点文化企业深圳市掌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呈
现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752.33 万元，同比增长
41.6%；实现税收大幅增长369.4%。掌世界是全国领先
的互动电视内容、应用及营运服务全流程方案解决
商，以电视互联网业务为核心，致力于打造三网融合
增值服务的新媒体帝国，形成了互动娱乐、在线教
育、健康体验、系统服务4个业务板块，积极探索构建
文化科技产业园区建设、创投基金管理、互动新媒体
孵化、增值数据业务加工及多屏互动公共服务平台的

产业生态。目前掌世界已获得多项系统平台技术专利
和内容产品的著作权。由掌世界开发的“嗨皮掌门游
戏平台”等逾百款自主知识产权游戏教育产品已成功
植入全国 30多个省市级电信、广电、联通运营商，用

户覆盖7000多万户家庭。
另一家重点文化企业中视丰德，至今已先后组建

了深圳市梧桐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深圳梧桐山影视
版权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梧桐山影视版权交
易有限公司，初步形成了集版权担保、交易、融资于
一体的产业生态。罗湖区将依托影视版权类重点企业
中视丰德版权有限公司、宏博昌荣传媒集团进驻发展
的优势，打造以影视剧产、供、销及衍生品开发等产
业链企业为骨干的产业集群，引导影视产权产业化、
集群化发展，建设中国影视版权产业基地。

宏博昌荣传媒集团创立于 1998年，是中国领先的
传媒资源集成商及中国目前最大的中韩影视文化交流
基地，在梧桐山艺术小镇打造了面积逾1.6万平方米的
传媒文化硅谷。经过 10多年的积淀，逐步形成了成熟
的产业集群化运作模式，是全国首家全媒体产业链运
营企业。目前集团旗下拥有 9 家子公司，涉及影视制
作、版权交易、音乐发行、明星经纪、艺术教育和文
化金融等多个领域。

刘美娇表示，罗湖区将通过落细、落实相关扶持
政策、跟踪服务、贴身服务等具体措施，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为辖区文化企业“强身健体”助力，不断
做大罗湖区文化产业的“蛋糕”。

◉政府出资扶持 ◉园区集聚发展 ◉产业跨界融合

罗湖区为文化企业筑梦
■ 王斗天 谢运娣

过去的一年，作为深圳罗湖区支柱产业
之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在深圳这块充满创意
的沃土上得到长足发展。据罗湖区文产办的
统计，截至2014年底，辖区文化创意企业达
3922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90多家，包括深
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点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八
马茶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企业。
2014年，全市文化创意百强企业罗湖区占14
家。

罗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对该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逐年加大。目前，罗湖区辖区拥有1
个国家级产业园区，1个“广东省文化 （创
意） 产业园区”、8个“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
园”、8家“深圳市文化＋旅游示范园区”。在
今年第十一届文博会上，罗湖区依托产业园
区集聚发展的优势，推出5个分会场、6个活
动点、100余项活动，可谓亮点纷呈、天天精
彩。

今天的罗湖区正全力推进以城市更新为
抓手的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打造湾区经济

“一号店”，举措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未来 10 年，罗湖区将对笋岗―清水
河、“金三角”、水贝―布心、莲塘、深南东
等五大片区进行城市更新，新增产业空间
1500万平方米，相当于在产业体量上再造一
个“新罗湖”，将为文化创意产业扎根发展提
供更广阔、更高端的空间。

罗湖区委、区政府对文化产业情有独
钟，率先推出区领导挂点联系重点企业制
度，市区联动服务企业；2012年出台了《罗
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扶持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实施细则》，并在2014年加大了文化
创意产业扶持力度，使这一细则又有了升级
版。罗湖区还通过搭建银企合作平台、产学
研交流与合作平台等重要举措，全力推进文
化创意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罗湖时尚之夜 东方珍珠梦”金丽国际珍珠艺术文化节

位于罗湖的深圳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

东江纵队东江纵队：：““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 林晓斌 谢运娣

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主题的阅兵式即将上

演。阅兵仪式上，英模部队代表将首次编组受阅，华南游击队赫然在列。

提起华南游击队，不可不提及东江纵队。1945年，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

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支抗日

劲旅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抗战意志，成就了一段不朽的佳话。

第一批被营救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
人士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

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

扛起东江抗日大旗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战火从
东北烧至东江。当天，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组建一支
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击日军入侵，并在 10
月 15 日宣布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日军登陆次
日，中共中央指示，要在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游击区。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
志，派曾生等一批共产党员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
等地组织抗日武装。近两个月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
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应运而生，分别由曾生以
及王作尧任总队长。两支武装共200余人，共同扛起了东
江抗日的大旗。

其实，在两支武装成立之前，抗日的枪声早已经在
东江之滨打响。1938年10月19日，在东莞抗日模范壮丁
队成立第4天，东莞县常备队第一、二中队和东莞抗日模
范壮丁队1个小队共200多人，在榴花、峡口、西湖、京
山一线设防，阻止侵华日军渡河向东莞进攻。这是党领
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首次对东江入侵日军进行有组织的抵
抗。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
成立之后，抗战的枪声更是不绝于耳。

突破反共逆流围攻

1939 年初，经与东江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这
两支武装分别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纵队新
编大队和第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9月，日军再次在大亚
湾登陆，两支游击队主动袭击日军，先后收复大鹏半岛
的沙鱼涌及宝安县城南头，并在横岗伏击战中对日军进
行沉重打击。

据 《东江纵队志》 记载，1939 年 12 月 1 日，新编大

队 （原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在获悉日军与友军的战
斗情况后，由周伯民率领 1 个中队沿石 （石龙） 深 （深
圳） 公路跑步急进，到达横岗圩以北的鸡心石，对日军
几百人马进行伏击。鸡心石伏击战一役，毙伤日军 30余
人，成为部队创建初期敢于以弱对强的第一场日间战斗。

部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广大群
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踊跃支援和参加抗日游击队。
至 1939 年底，两支游击队已经发展到 700 余人，并在惠
阳县的坪山和宝安县的龙华、乌石岩建立抗日游击基
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正当敌后抗日游击战风生水起之时，1940 年初，第
一次反共高潮的逆流到了广东，广东国民党顽军纠集一
八六师和地方武装 3000余人，对两支人民抗日武装进行
围攻。两支武装突围之后，向海丰、陆丰和惠东转移，
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损失严重，最后两支武装
仅剩下100余人。

重返前线建根据地

正当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5月8日
发来指示，要求曾、王两支武装回到东、宝、惠地区，
在日军和国民党之间，大胆坚持抗日。遵照中央的指
示，两支武装重回东宝惠前线地区后，中共广东省委派
省委常委、特委林平 （尹林平） 担任两支部队的领导，
并于9月在宝安县的上下坪村召开部队的干部会议，决定
将东江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曾生和王作尧分别担任大队长，
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两支队伍分别进入东莞县的
大岭山和宝安县的羊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11 月，第三大队在黄潭打退日军 200 多人的
进攻，毙伤敌军数十人；1941年6月，百花洞一战，击毙
了日军长濑大队长，把 600名日军和伪军围困两天两夜，

歼敌50余人，广州日军首脑哀鸣：“这是进占华南以来最
丢脸的一仗。”

在宝安县的羊台山根据地，第五大队也毫不示弱，
粉碎了敌人先后1000余人的“扫荡”，毙伤日军大佐指挥
员以下70余人。到1941年秋，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

东江纵队正式成立

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陷香
港，封锁了港岛至九龙的交通，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
日志士。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要求不惜
任何代价，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担起重任，从香港先后营救出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约800人，并安全护送到大后方。

1942 年春，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
梁鸿钧、政委林平。部队整编为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
大队，以加强东江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1943 年春，游
击总队连连出击：护航大队夜袭大亚湾马鞭岛；独立第
二中队在罗浮山区开辟抗日游击区；主力大队炸毁福永
炮楼，拔除广九铁路和宝 （安） 太 （平）、莞 （城） 太

（平） 沿线日伪军的一批据点，死死卡住广九铁路这条敌
人交通运输的大动脉，让日军惊呼“广州和香港之间地
区是治安之癌”。

游击队的频频出击，终于让日军按捺不住。1943 年
11月，日伪军出动9000余人，号称“万人扫荡”，对大岭
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下旬又对宝安根据地实行

“多路围攻”，但都以游击队胜利突围而告终。直至 1943
年底，部队已经发展到7个大队。12月2日，党中央指示
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下辖 7个大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
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至

此，东江纵队正式成立。
东江纵队成立后，全军乘胜前进，广泛开展游击战

争，直至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8年
的全面抗战中，这支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
的主力，孤悬敌后，处于日、伪、顽夹击中的人民抗日
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1万余
人的队伍。对日、伪军作战 1400 余次，毙伤日、伪军
6000余人，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主要力量。

1946年6月底，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定，东江纵队
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以后扩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
纵队，编入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在第三野战军的指
挥下，参加了解放华东战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
南、淮海等重要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