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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经济位居全球第一
据中新社厦门电（记者杨伏山、陈悦）由厦门理工学院与台北教育大学联合编

撰的《两岸创意经济研究报告（2016）》显示，中国创意经济在国际环境中极具竞
争力，位居全球第一。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5829亿元人民币；台
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总营业额为7945亿元新台币。而2014年，全球文创商品出口为
6003亿美元，其中大陆出口超过2000亿美元，市场份额占全球227个国家和地区中
的33.71%，排名第一；台湾出口27亿美元，排名第32位。
《两岸创意经济研究报告》为年度报告，2014年起入选国家级文化蓝皮书并定期

出版，每年在厦门举行的两岸文博会期间发布，亦是福建地区目前唯一入选国家级
文化蓝皮书的专业报告。

在互补中促进交流合作

台湾元素一直是文博会引人关注的亮
点。本届展会，台湾地区参展商741家，展
位数936个，再创历史新高。

步入台湾文创商品展位，由台湾宜兰县
手创协会监事游湖珍带来的花样手工皂吸引
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圆形、方形、南瓜形、
台湾地图形的各式创意，颠覆了人们对于肥
皂画的传统印象，引人莞尔。类似生活化的
创意，在参展的台湾文创商品中俯拾皆是。
“我们此次主要以文创商品为主，希望能够

落实到生活美学上，以此促进两岸人民生活品
质的提升。”海峡两岸文创协会理事长何立甯
说：“我们也希望台湾的设计师和厂商在大陆市
场上有更多的能见度，从而有更好的发展。”
“大陆的文创商品‘高大上’，台湾的

‘小而精’，两岸文创产业优势互补。”带着各
种创意陶瓷作品前来参展的台湾圆神先创有
限公司创始人黄耀正认为，台湾瓷器的文化
创意创新理念固然可以为大陆业者借鉴，但

如福建建阳“建瓷”等所代表的优秀传统工
艺，则有自己独到的优势，也可以为台湾同
行提供养分，两岸文创界可以借助文博会平
台，在互补中促进交流与合作。
“台湾文创作品设计精致用心，贴近市民

的消费需求。”文化部副部长丁伟表示，希望
台湾文创业者多走进大陆，争取每年都来参
展，在大陆获得更大市场，“文博会为台商进
入大陆创造了更多空间，也为大陆同业提供
了向台湾学习精致创意、生产和销售与管理
理念的平台，两岸借此加大互相学习，共同
探讨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丁伟说。

在传统文化中挖掘创意

清代咸丰年间的京剧图谱《庆赏升平》、
出土于殷墟的甲骨文、影印版古籍《永乐大
典》……文博会期间，由国家图书馆携手福
建省文化厅推出的“中华典籍创意元素暨创
意作品（产品）展”上，众多中华经典古籍
被设计为日历、公交卡、服饰等文创产品，
让不少观展者赞叹文创让古籍“活起来”。

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主任张立朝表示，
通过打造文创产品，让古代典籍进入民众生
活，将图书馆收藏的知识，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介绍给读者，“文创产品可以变为一个个图
书馆阅览室”。

通过创新，让中华传统文化“老树”绽
放“新花”，是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

在今年首次举办的东方茶席邀请展上，
“中庸”“和乐”“秋蕴”“云朵掬月”等64件
台湾经典茶席作品，以茶器组合、席面设
计、花道香道、空间设计交错成独特的空
间，融合传统文化精粹，汲取中华人文情
怀，演绎东方哲学和现代生活美学。

连续参加9届文博会的台湾法蓝瓷参展
的经典作品“故宫三宝瓷瓶组”，运用立体雕
塑和书画彩绘风格，呈现台北故宫珍藏的北
宋3幅巨碑山水原画——溪山行旅图、早春
图、万壑松风图等壮观山水景象。

综观这些作品的“灵魂”，都是融入了中
华文化。“文化创意卖的其实就是一种品位，
一种文化，而最好的创意就来源于坚实的文化
底蕴。”参展的台湾花莲手工艺协会理事林仲
康认为，两岸文创产业合作，要注重中华传统
文化元素的发掘和弘扬，由于两岸相同的文化
底蕴，海峡两岸的合作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根
价值，“文创产业没有‘根’是难以发展的”。

在合作中共拓商机

作为今年文博会的分会场之一，由台湾青
年曾翊展在厦门曾厝垵打造的“看见台湾?宝
岛文创市集”人气十足。此前，他组织台湾当地
精致而有故事的文创品牌“抱团登陆”，在厦门
自贸区协助开办宝岛梦工厂文创体验中心。
“台湾文创虽成熟，但市场有限，而大陆

市场需求量大，台湾文创产业的出路离不开
大陆市场。”曾翊展表示，未来，他想把在厦
门打造的文创模式复制到各地去，以厦门为
跳板，辐射全国各地。“台湾的软实力与大陆
的硬实力相结合，两岸携手合作，一起赚世

界的钱”。曾翊展说。
值得一提的是，深化两岸文化产业对接

的功能在本届文博会上得到强化。展会除举
办“海峡两岸互联网＋IP（知识产权）衍生
品设计联展”等活动外，近40所两岸高校还

参与“艺术设计奖”、“产学研项目对接会”
等活动。大陆12家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两
岸80个文创旅游城市及景区等企业与台湾五
大文创协会、百家设计名企一起，共同开拓
两岸IP设计合作的新局面。

薪传火继 优势互补

两岸文创离不开中华文化
林泽贵 林世雄

海峡两岸拥有并传承着共同的中华文化，是文

化创意产业最大最丰富的资源，文化为针，创意为

线，两岸就能开发出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灵魂的文创

产品。11月4日至7日在厦门举行的第九届两岸文

博会上，来自两岸文化产业界的人士相聚一堂，寻

求机遇与合作，希冀以“文化”与“创意”的软实

力，开拓国际市场。

近日，福建连城县举行“2016环冠豸山自行车大赛”，来自海峡两岸及海外400多名

自行车爱好者，在42公里的环冠豸山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江西选手蔡卫龙、浙

江选手王家东、广东选手陈小兰分获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和女子组冠军。

自2013年开始，连城县致力打造“中国骑都”品牌，目前已成功举办5次环冠豸山

自行车大赛。这项赛事是连城县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的重要活动之一。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谢建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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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在闽北基层蹲点采访时看到，
福建南平通过金融创新送资金入贫困户、织
密干部帮扶网、送人才进贫困村、依托好生
态发展好产业等，建立起一套相对稳定的脱
贫机制，5年内将贫困人口从23.6万人减少
到6.9万人，交出了一份富有地方特色的精
准扶贫答卷。

“政银”合作创新金融帮扶
43岁的吴宝莲是政和县外屯乡洋屯村的

采莲能手，干活勤快，手脚麻利，夫妻俩一
年收入近 4万元，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去
年，吴宝莲突发脑溢血，17万元的医疗费，
让她家因病返贫。

谈起家里的境遇，吴宝莲急得直哭。虽
然村里莲子专业合作社正在招村民入股，只要
投入5万元股金，每年便能分红3000多元，可
以解决吴宝莲的后顾之忧。但吴宝莲已被这场
大病掏空了积蓄，再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在闽北山区，不少贫困户都和吴宝莲一
样。针对这种情况，南平市部分县区创新扶
贫小额贷款模式，在银行和贫困户之间搭起
了“桥梁”：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给
政府，政府再将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存入银行
作为风险保证金，为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提
供担保，银行按保证金5倍至10倍的授信额
度，向贫困户发放贷款。

通过扶贫小额贷款，吴宝莲今年拿到了
5万元贷款，成功入股合作社。她说：“有了
这笔钱，日子还能慢慢好起来。”

据介绍，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外，政府和
银行还确认了预期农产品收入、集体林权、农
民宅基地、设施农业等10种新型抵押物，彻底
盘活了农村资产，为贫困户金融“输血”。从
2010年至今，南平市农信社已累计支持扶贫
小额贷款24190笔、资金7.14亿元，实现了农
户得到资金发展生产、财政扶贫资金效益放
大和金融机构风险分散的“三赢”局面。

下派干部成贫困村靠山
郭星锋，中铝瑞闽公司值班厂长，2014

年被下派到建瓯市小桥镇阳泽村当挂职书
记。早就听说阳泽村穷，于是他赴任时带了
五六个大包裹。他说：“当时我连笔记本、
橡皮擦都带上了，就怕地方偏远买不到。”

经过调查郭星锋发现，阳泽村其实拥有
好资源，只是不知道如何利用，守着“金
山”过穷日子。

很快，他有了主意：“这里农业条件
好，光热条件也好。我想下一步申请将扶贫
资金和光伏农业结合起来，一定能够帮助老
乡尽快富起来。”

近年来，南平市下派村支书、科技特派
员重点派往贫困村，仅在今年，南平市就有
82个贫困村安排了下派干部担任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驻村蹲点干部达到406名。同时，
广泛开展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结穷亲、一帮一
等结对帮扶活动，全市结对帮扶3万多户。
下派干部为贫困村和贫困户带去资金、知
识、技术和先进发展理念，成为不少地区脱
贫的“助推器”。

“过去只能靠村主任一人去跑项目，跑
个两三万元改变不了局面。现在挂钩部门
和下派干部不仅能够提供更加广阔的视
野、人脉、资源，而且人在现场指导，真
正成为贫困村的靠山。” 南平市农业局副
局长林承杞说。

产业绑定推动稳定脱贫
东面种烟叶、西面种芋头、南面种稻谷、北

面种杂豆……这是松溪县旧县乡东厝村2009
年前的农业格局。“村民们各干各的，不仅都没
有富起来，还有一半土地都抛荒了。”初回到村
里任村主任的刘尚西看了有些痛心。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刘尚西和
村民们找到了村里的出路：发展稻田养鱼产
业。2013年，村里成立了松溪县稻花鱼养殖专
业合作社，把村民们零星的山田都流转到合
作社里，种植“稻花鱼”大米。合作社去年收入
1223万元，每户成员年均分红6000多元。

与以往的产业扶贫不同的是，南平市在
确定扶持的产业项目时，优先考虑对贫困人
口有辐射带动的企业，建立贫困户与企业的
利益联结体系。南平市农业局扶贫开发科科
长郭延凤说，比如政府安排专项基金，对到
贫困村设立生产基地的龙头企业予以奖补，
农民合作示范社每带动一户贫困户再补助
1000元，以此提高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的积
极性。在政策鼓励下，南平市已有98家涉农
企业在贫困村建基地126个，直接带动两千
余贫困户。 （据新华社电）

精准扶贫在闽北
林 超 孟昭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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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电（吴在平）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揭牌仪式11月7日
在厦门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
面理事长曾培炎，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两岸企业家
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萧万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盛华
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江丙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
事长王玉普，福建省常务副省长张志南，海协会会长陈德铭，海协会
顾问陈云林，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等两岸相关人士出席了揭牌仪式。

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由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和台湾旭腾投资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据《福建日报》报道，福建漳州古雷炼化一体化
项目一期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提供乙烯-醋酸乙烯共聚树脂（EVA）30
万吨、环氧乙烷（EO） 27万吨、乙二醇（EG） 45.5万吨……将为下
游产业链延伸提供优质原料。项目力争2017年年内开工建设、2020年
上半年建成投产。

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司揭牌，是两岸石化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
重要项目，其炼化一体化一期项目作为漳州古雷石化园区的龙头项
目，对于带动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承接台湾石化产业转移，加强海
峡两岸经济合作，均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