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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基因、完善的文化硬件设施、浓
厚的文化氛围⋯⋯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成都高新区将在百花奖的历史中，刻下属
于自己的烙印。正加速集聚的数字文创产业
能量，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底气。

成都高新区有坚实的数字文创产业家
底：重点聚焦发展游戏电竞、影视传媒、数字
音乐、超高清视频等领域，聚集企业 6000 家，
2023年文创产业增加值654.4亿元。

此次提名的多部影片，背后就有成都高
新区数字文创企业的影子。以《流浪地球 2》
为例，它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之
作，其中墨境天合成都数字图像科技有限公
司就承担了影片中多个重要场景的视效工
作。电影《万里归途》的视效制作，该公司也
参与其中。

事实上，得益于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
控，以及在科技创新、艺术创作等方面的不
断探索，成都高新区各个领域实现了多点开
花，收获颇丰——

游戏电竞领域，聚集腾讯、西山居、完美

世界等企业，诞生《王者荣耀》《万国觉醒》《小
小蚁国》等知名产品；落地四川网络游戏创新
发展中心，为企业提供游戏选题策划引导、整
改调优、出版申报等服务，实现游戏版号申请
一站式集中受理，推进游戏电竞产业建圈强
链。

影视传媒领域，聚集索贝数码、可可豆动
画、艾尔平方、墨境天合等企业。可可豆动画
创作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居中国动画电影票
房第一，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正在加紧制
作，预计年内上映；艾尔平方的《汉化日记》

《十万个冷笑话》等产品广获好评。
数字音乐领域，聚集咪咕音乐、开心音

符、艺馨达等企业。咪咕音乐成为仅次于腾
讯音乐（TME）、网易云音乐的全国第三大数
字音乐企业。

超高清视频领域，落地全省首个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中
心，研发了全国产化 8K 摄像机原型样机、国
内首台8K多功能多场景应用实验车。

成都高新区提出，聚焦游戏电竞、影视传
媒、数字音乐、超高清视频四个重点赛道，力
争到2025年网络视听与数字文创产业规模突
破 1000 亿元，一个世界级数字文创产业集群
正加快形成。

高新何以“百花”香？
数字文创产业激荡强劲发展动力

光影逐梦，万象新生。继举办第8届百花奖
后，时隔39年，成都再次迎接“百花”盛放。

8月2日至4日，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
成都举行，将在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文化艺
术中心举办开幕式，在成都高新体育中心举办颁
奖典礼。与此同时，提名者表彰仪式、影视文化
座谈会、文学论坛等多场活动也将在成都高新区
开展。

这片创新又充满活力的区域，以其独有的魅
力，开启青春与梦想的光影盛宴。

高新何以“百花”香？在中国电影当下的叙
事里，成都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极。而在成都
高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
发展深度融合，正立体呈现深厚的文化底蕴、优
美的生态环境、蓬勃发展的数字文创产业，全方
位展现独有的城市风貌和魅力，成为在百花奖这
一中国电影重量级活动中增强显示度的底气。

“藏在闹市中的一处宁静，在这里能够探寻
到成都的历史脉络。”——这是外地游客在社交
平台上分享游览铁像寺水街的感受。

一直以来，成都高新区以“科创高地”的形象
示人，而在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眼里，这里也是一
个旅游、生活的理想之地。

无数名胜古迹印证着成都高新区的历史和
文化，始建于明代的铁像寺正是其中之一。视线
往东，自明朝以来就成为成都东南部重要水上交
通枢纽的中和地区在古代文献中有着丰富的记
载，五所会馆和二十五座古寺庙，显示了其在商贸
经济和手工业方面的发展；位于芳草街街道的火
烧堰作为古蜀文化中水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朱
李火堰的其中一堰，与都江堰一起，共同保障了成
都平原的农业灌溉，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一个个古迹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编
织”成成都高新区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熠熠生辉
的文脉，成为推动这片土地不断向前的最充沛养
分、最深沉力量。

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当下的成都高新
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估文化价值、
激发文化自信，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助推高质量赶
超发展的硬支撑。

以文筑城，成都高新区精心打造一批文化新
地标，以文化地标赓续城市文脉。

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
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成都高新体育中心等，成为
宣传城市形象、彰显城市特色、扩大城市知名度、
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有效载体。例如，将举办百
花奖颁奖典礼的成都高新体育中心，作为成都大
运会和世乒赛、汤尤杯的重要比赛场馆，已成为成
都地标性的赛事场馆之一，正通过增加高品质体
育赛事和文化供给，举办综合性文体交流活动，推
动成都高新区体育文化与各领域融合发展。

以文铸魂，成都高新区开展涵盖了文化、体

验、消费、研学等多个领域、多个场景的文化活
动，满足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

通过“书香计划”，成都高新区启动 500 万元
扶持资金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组织辖区街道、社
区、实体书店开展阅读活动 1000 余场，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浓厚氛围；散花书院铁像寺水街
店荣获 2023 年中国“最美书店”，西西弗书店世
豪广场店和散花书院蓓蕾社区店上榜 2023 年成
都“最美书店”。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已有 2 家
全国“最美书店”、8 家成都市“最美书店”及 9 个
成都市“书香社区”。

以文塑旅，成都高新区创新文旅新业态，激
发消费新活力。

围绕中秋节、春节、元宵节等重要时间节点，
成都高新区提前谋划、精心组织，深挖传统节日
文化底蕴，开展“月亮上写诗”2023 中秋诗会活
动、“风华正茂，成都我的家”元宵节活动等系列
节日主题活动，以天府双塔光影秀、汉服巡游、节
日市集等多种市民游客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生
动展现成都高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时尚潮流与烟火气息相结合”“文旅活动与
经济消费相结合”的城市特质，营造了良好的节
日氛围。其中，“风华正茂，成都我的家”元宵节
活动吸引 20 余万人现场参与，带动消费金额超
亿元。

细看成都高新区数字文创产业不难发现，
多个项目不仅在国内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还持
续“出圈”海外。

以游戏电竞领域为例，2023 年，国内有 27
家游戏企业海外营收突破 1 亿美元，其中位于
成都高新区的米哈游、腾讯两家游戏企业海外
营收超10亿美元大关。

何以“出圈”？在不少企业负责人看来，成
都高新区独特的经济、科技、文化以及人才优
势，为数字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成都高新区不仅拥有广阔的发展潜力，还
聚集了众多前沿的数字科技公司，形成了活跃
的产业链生态。”墨境天合成都公司 CEO 刘颖
曾表示。

艾尔平方所有作品都诞生于成都高新区，
创始人卢恒宇说，成都宽容、宜居，是一座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非常适合文创类企业发
展：“特别是成都高新区，为企业提供了从创意
策划到市场开发的全方位支持。”

如今，成都高新区已是国家网络游戏动漫
产业发展基地、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国
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2019 年 10 月，
成都高新区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建设中国（成
都）网络视听产业基地。

一次次肯定，更进一步佐证了成都高新区
在数字文创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为之有道。

抢先布局数字文创“新赛道”，成都高新区
出台了多项重磅政策，聚焦人工智能、车载智能
系统、高端软件及数字文创等领域，制定了 26
条具体措施。其中，针对数字文创领域，明确了
对游戏研发、影视动漫创作、新技术研发等方面
的资金支持，最高可达 3000 万元。成都高新区
还设立了总规模 200 亿元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投资基金，为数字经济产业提供全链条的资本
支持。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新一轮城市
竞争中，数字文创产业举足轻重。以百花奖为
契机，成都高新区数字文创产业正在打开更多
的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阵地。

多点开花成果丰硕
数字文创产业集群加快形成

营造活跃产业链生态
激发文化创意创新创造活力

成都高新区打造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引擎

“书香高新”活动让人文气息浸润到城市肌理

为助力第 37 届百花奖，进一步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成都市千场百花奖历届获奖影片公
益电影展映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市民游
客不论在家门口还是在成都街头，都能享受到
优秀影片带来的视听盛宴和文化大餐。

7月28日上午，荣获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3项提名的《流浪地球2》在成都科幻馆土星厅
进行展映，该片延续了第一部的科幻世界观，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度拓展。故事不仅充满了
紧张刺激的情节，还蕴含了对人类命运、家庭情
感、科技发展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

家住郫都区的张先生对此次展映活动播
放的影片非常满意，在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带
儿子看《流浪地球 2》真是一次很棒的体验！
被影片中那些为了拯救地球而无畏牺牲的角
色所感动，说自己也要做一个勇敢的人。我很
欣慰这部电影能在孩子心中种下积极向上的
种子，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有教育意义的优
秀电影陪伴孩子成长。”

7 月 28 日晚 8 点，获得第 8 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的四川作品《红衣少女》在
桂溪生态公园进行放映。该电影改编自中国
当代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
衫》，导演通过细腻的镜头和真挚的情感，展现
了改革开放初期女性的生活状态。

“现在再看这部片子，更多的是对那个年代
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怀念。希望能有更多公益电
影放映，让我们有机会和朋友出来聚聚，边看电
影边摆龙门阵。”观影市民李阿姨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桂溪生态公园外，昨晚
8 点，露天展映活动还在彭州市官渠郊野公
园、金堂县金山森林公园、成华区完美文创公
园等多点位进行，同步放映了多部百花奖历届
获奖影片。

主办方介绍，目前已在成都市10余个公园
绿道同步打造了“星空电影院”，让观众身临其
境感知“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
都”，彰显新时代公园城市的独特魅力。《红衣少
女》《鸦片战争》《邓小平》《红高粱》《孙中山》《血
战台儿庄》《喜盈门》等30余部百花奖历届获奖
影片将继续在成都市各区（市）县持续展映。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主办方供图

7 月 27 日，“‘一人一伴·微拍秀’2024 两岸
青少年创意微视频交流创作活动”结营仪式暨
首映颁奖典礼在有百年历史的成都新明电影
院举行。本届活动以“你好，这就是成都”为主
题，邀请海峡两岸青少年携手同行，沉浸式感
受历史文化古迹、探秘灿烂古蜀文明、品尝正
宗川味美食、触碰城市发展脉搏，用镜头记录
生活，用创意讲述故事，历经一周的研学拍摄，
最终 4 部微视频作品在万千期待之下揭开神
秘面纱。

据悉，本届活动面向海峡两岸中小学生发起
剧本征集，并延续“一人一伴·微拍秀”经典创作
形式，促成蓉台青少年携手同心，在成都开启微
视频合拍之旅，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深化两岸学
子友谊。

剧本征集令一经发出，便得到两岸学子积极
响应，收到超500 份剧本。经过严格评审，共评选
出两岸各20份、总计40份入围作品。两岸青少年
以“美食天府”“世园成都”“文化天府”“熊猫之
乡”为主题，组成 4 支拍摄队伍，在专家评审团专
业指导下，提前云端相会，经过线上讨论，创作形
成4大基础剧本。

7月21日，两岸学子相聚在盛夏的成都，踏上
研学拍摄之旅。在影视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两岸
学子深入成都，将镜头聚焦于成都的人文气息、
人情味生活、人性化关怀，聚焦城市经济发展、文
明进步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最终完成了 4 部内容
充实、创意新颖、表达流畅、主题明确的优秀微视
频作品。

在首映颁奖礼现场，最佳摄影奖、最佳导演
奖、最佳表演奖以及最佳影片奖逐一公布。“学海
同舟，谊连两岸”，一个个视频创作，不仅是大家
辛勤付出的成果展现，更是对两岸校园文化交流
与合作的最好见证。

从两岸青少年的同心同行，两岸家庭的相依
相伴，到两岸学校的互学互鉴，再到两座城市的
相交相知，“一人一伴·微拍秀”让两岸同胞心更
近、情更浓。活动最后，领导嘉宾、两岸学生代
表、成都家庭代表等共同上台，合力按下打板器，
启动影片线上展播，为“一人一伴·微拍秀”2024
两岸青少年创意微视频交流创作活动画上圆满
句号，也共同许下来年再相见的美好心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明年8月，第12届世界运动会将在成都
举行。在即将迎来成都世运会倒计时一周年
的当下，世运会的热潮正全面席卷成都。

7月28日，“一月一主题”的世运新十二月
市七月“水市”走进景区，在成都极地海洋公园
开展了自由潜水、救生（泳池）、自由式轮滑等
世运项目的宣传科普和体验，还有多位世界冠
军助阵，与市民面对面交流，引导更多市民了
解世运项目。

与鲨共舞
“潜”所未有世运新体验

七月“水市”潜水体验报名通道从 7 月 22
日开启，截至 7 月 25 日上午 10:00 共 68 人报
名，经过严谨公正地摇号，最终产生了 16 名体
验者。28日下午4点，16位潜水体验者在专业
教练的引导下依次进行潜水体验。

8 岁的何玥颐是此次体验者里年纪最小
的，她妈妈告诉记者，玥颐学习潜水已经有 2
年时间，都是在潜水馆学习，这是第一次跟海

洋生物一起潜水，对她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体
验。“今天和鲨鱼还有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一
起潜水，很开心，感觉自己像一条真正的美人
鱼。”在采访中，小玥颐兴奋地告诉记者。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潜水，希望通过世运
会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潜水这一运动项目。”
郑倩是成都叶子潜水俱乐部的教练，她带着家
人来参与世运新十二月市活动，一家人都被潜
水体验所吸引。

除了来参观体验的市民外，自由潜水泳池
世界冠军、自由潜水世锦赛冠军张翼也来到了
活动现场，不仅进行了精彩绝伦的自由潜水展
演，还通过互动科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一运
动的魅力。

冠军助阵
向更多市民科普世运项目

除了自由潜水外，七月“水市”还精心策划
了自由式轮滑与救生（泳池）2项配套世运体验
活动。鲸豚馆内，水上救生专家、水上运动专家
向市民科普救生（泳池）这一世运项目。在场馆
外的轮滑区域，轮滑世界冠军张颢、刘佳欣华丽
登场，为观众带来了花式绕桩表演。除了精彩
展演外，活动还设置了自由式轮滑速度绕桩比
赛，吸引了众多轮滑爱好者的热情参与。

市民刘女士表示，“很多项目我们平常了
解得比较少，有专家和世界冠军的讲解演示，

我觉得对这些项目理解和记忆都更简单明了，
希望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增加我们对世运的参
与感。”

除此之外，七月“水市”还现场设置有双
“U”集市与世运新十二月市主题展，结合成都
传统文化品牌“十二月市”，市民可以DIY独一
无二的手串，或是在雨伞上挥洒创意，绘制专
属于自己的世运会徽，让世运的激情与传统民
俗在每一次互动中碰撞出新的火花。记者了
解到，世运新十二月市系列活动突出每月一主
题、每月一活动，八月“武市”将于 8 月 10 日在
武侯区来福士广场举行，届时将会有更多趣味
体验项目等待大家来参与。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微视频搭建桥梁

两岸青少年共创“成都大片”

最佳影片奖
《熊猫信使》
最佳表演奖

《武侯三结义》

最佳导演奖
《成都慢生活》
最佳摄影奖

《川越海峡 兰绽两岸》

百花奖获奖影片持续在蓉展映

10余个公园绿道打造“星空电影院”

成都世运会七月“水市”打造夏日派对

与海洋生物零距离共舞

《流浪地球2》在成都科幻馆土星厅进行展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