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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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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工作推进活动举办

本报讯 从天津市政府新闻
办日前举行的“河北区‘落实京津
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新闻
发布会”获悉，河北区扭住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深度融入
天津市“一基地三区”建设，立足
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耕协
同赋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
河北区取得扎实成效、结出累累
硕果。

据天津市河北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刘惠杰介绍，河北区深
化与北京央企国企、高校院所、
科技园区、创新企业合作，积极
开展龙头招商、专业招商、政策
招商、精准招商，一批标志性高
质量项目落户河北区，仅去年，
就引进国网英大证券、航天宏图
等北京企业35家，新增北京项目
投资额 30.2亿元。持续深化产
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保、文
体旅游等多领域高效协同，不断
开拓京津冀三地资源共享新领
域新链接。

据河北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
记、主任刘海力介绍，河北区抓牢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牛鼻子”，
全力打造大意风区等重点企业承
接平台，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成效显著。积极走访对接国家
电网、中远海运、国能海运、中国
铁建、华为公司、中关村硬创空间
等大型央企国企和实力品牌企
业。仅今年一季度就引进北京企
业和项目7个，目前正对接洽谈
合作项目17个。借助天津站交
通枢纽优势，打造大意风区等特
色承接平台。精心设计“一轴三
核五道六片”总体规划，以高标准
商业升级带动商务聚集，创业公
社、华胜天成等一批北京知名企
业在此扎根，大意风区现有京冀
企业983家，2020年至2022年企
业资金到位额148.41亿元，示范
带动效应充分凸显。意风区今年
将建成中心城区首条无人驾驶示
范路段，远洋大厦二期、意风?东
西里、一宫花园、“东疆之星?意
风新经济产业园”等一批特色项
目陆续落地。

未来，河北区将拓展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强化与央院
央所央企央校精准对接，引入科技
创新资源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和项
目，联手打造现代产业集群；围绕
国网系，推进国网“双碳中心”项目
竣工，推动互联网销售平台、工业
互联网平台、内外贸一体化平台、
碳交易新兴平台、网络货运平台五
大平台建设；强化与石景山区、中
关村科技园等北京重点区域合作，
集中力量打造高质量承接载体；重
点打造张兴庄“人工智能+车联网”
产业园区、“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华
为区域总部大厦、“国网系+数字经
济”为主题的茂业大厦等特色园区
和楼宇。

（据《今晚报》）

天津市河北区不断
开拓京津冀三地资源
共享新领域新链接

漫步衡水武强周窝音乐小镇，光影在这里化为韵律，村庄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与音乐相连，处

处体现创意，让人畅享充满艺术气息的春日时光。日前，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活

动在这里举办，来自京津冀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文旅企业、行业协会、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发展特色

文化产业、拓展乡村文旅消费新空间、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展开深入交流，让文化为乡村铸魂，让

产业为乡村振兴塑形。

孔武有力的武将门神、怀抱鲤鱼的
胖娃娃……走进武强年画博物馆，5个
展厅和1个仿古年画作坊，既富有新时
代气息，又有浓厚的民间特色，展示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强年画的历
史和辉煌成就，让观众充分体会到了年
画的魅力。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是
根本。依托武强年画，当地政府加强年
画人才培养，积极引导有年画产业基础
的村庄和传承人创办书画基地、年画作
坊，打造了非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典
范。“我县还加强年画创意开发，相继开
发了年画书签、餐具等20多个系列100多

个新品种，年产值1.5亿元，年画成为助
力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力量。”武强县委
书记王悦说。

不仅武强年画焕发了新活力，在石家
庄市藁城区梅花镇屯头村，历史悠久的藁
城宫灯，经不断开拓创新，老技艺重获生
机。全村2072户中有1875户人家从事宫
灯生产，年产宫灯1亿对，产值20亿元，产
品远销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藁城宫灯成为
当地老百姓的“致富灯”。

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各具特色的传
统村落、充满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燕
赵大地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些既是人
们挥之不去的乡愁，又共同构成了各地独

有的乡村文化，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
内容。

为充分挖掘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
激发优秀乡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河北
省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在省级层面出台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政策，扎实推进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县及“五个
100”赋能示范工程，建设非遗工坊 572
家，设立8个省级传统工艺工作站、10个
省级非遗助力乡村振兴试点，创建了55
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243个省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取得积极成效，描绘了广大乡村的
崭新画卷。

文化赋能 描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产业是
载体。当下，河北省特色文化企业不断涌
现，一批特色文化产业集链成群，为乡村
振兴提供重要支撑和力量，奏响了乡村振
兴幸福曲。

在周窝音乐小镇世界乐器博物馆，木
管、铜管、弦乐、弹拨乐四大类1300余件来
自世界各地的西洋乐器，向游客全面展示
了西洋乐器的发展历史。博物馆出口乐
器折扣店内，工作人员冯美荣正在向顾客
介绍着一种乐器的价格、演奏方法和维修
知识。

以乐器产业为载体，近年来，武强县
持续放大产业富民强县作用，全县63家
乐器企业，共吸纳1万多人从事乐器生产
加工，带动数十个村集体增收，其产品覆
盖六大系列100多个品种，远销美日韩等

国家。
曲阳县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同样

取得积极成效。“曲阳县雕刻、定瓷文化企
业有2500余家，产业覆盖14个乡镇14万
余人，年产值达80亿元。”曲阳县委书记陈
江河表示，该县聚焦“现代化中国雕刻文
化名城”发展定位，大力实施文化产业振
兴工程，走出了一条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的“曲阳路径”。

河北省广大乡村地区不乏优秀文化
资源，但很多没有像曲阳定瓷、武强乐器
一样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很多乡村手
艺人渴望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
济”，很多古老村落的村民也希望搭上文
旅发展快车，但由于不了解市场、不熟悉
经营，一些文化资源没能转化成文化产
品，更未形成产业。

为此，本次活动中有专家建议，可以
通过解决人才问题，建立有效机制，调动
企业、高校、文化工作者等多方力量广泛
参与，从科技、信息、创意、市场等环节着
手解决产业发展难题。同时，通过塑造
“一乡一品”“一乡一艺”“一乡一景”特色
品牌，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文化名
片，充分开发民间文化艺术研学游、体验
游等产品和线路，培育形成具有民族、地
域特色的产业和品牌。

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
赋能增色，还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本
次活动中，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与国
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河北省分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支持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贷款授信协议，以高质
量金融服务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产业带动 奏响乡村振兴幸福曲

非遗民俗、文艺展演、特色小吃……3
月20日晚，周窝音乐小镇风情街上河北省
“乡创市集”开市，近百个市集摊位，全面
展示了河北省特色文化旅游产品。“现在
的周窝音乐小镇，一砖一瓦都是文化，街
巷都是故事。”当天，衡水市民张强和家人
到武强县游玩，一家人参观了武强年画博
物馆、世界音乐博物馆，在市集边玩边买
当地特产，收获满满。

白天赏年画、听音乐，晚上住民宿、尝
美食，这已经是不少衡水市民周末的休闲
度假模式。近年来，武强县实施“旅游+”
战略，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年接待游
客50万人次，辐射带动3.3万人增收，真正

做到了文化“兴”起来、旅游“火”起来。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武强

的经验做法，只是河北省以文旅融合赋能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聚焦建设文旅融
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强省，近年来，河北省
大力实施燕赵文旅品牌创建行动，面向京
津精准定位消费群体，精心打造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长城文化旅游带、大运河文
化旅游带等，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河北”成为新时尚，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
振兴。

为进一步提高乡村供给质量，充分发
挥文化赋能作用，本次工作推进活动中，
河北省启动“乡村后备箱”工程，旨在深入

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打造一批乡土文
化旅游产品，将乡村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品优势、市场优势、品牌优势，带动农民
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们将以京津冀‘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活动为契机，实施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统筹资源要
素，强化服务保障，积极发挥文化赋能、旅
游带动作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文化产业富民兴县，努力把河北打造
成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验区和
先行区。”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省
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才说。

（史晓多）

文旅融合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