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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动 态掘金童话“金矿”，武义演绎神奇“童话”
传统织染绣艺术类非遗项目广州竞芳菲

宜春：部门协同优服务，助推外贸跨越发展

“童话”已经成为金华市武义县一张闪亮的“金名片”。图为2023中国—武义第八届童话大会暨浙江省金华市儿童文旅

产业博览会现场。 沈云建 摄

长春医药健康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汕头谋划建设约47平方公里科学城

晋中举行台商台企招商洽谈会

□ 许 军

□ 本报记者 沈贞海

“童话武义”的“热旋风”再次掀

起，“诗与远方”联姻的追梦之路满帆

启航。

4月8日，2023中国—武义第八

届童话大会如约而至，浙江省金华市

儿童文旅产业博览会同步举办，吸引

了来自全国的童话作家、编辑、学者、

儿童文学创作爱好者及儿童文旅产业

参展商、采购商等与会。

短短两天的节会，预估实现文旅

项目签约投资及贸易意向总额4.5亿

元，儿童文旅产品（线上线下）意向成

交额约5000万元，带动住宿、餐饮、

景区门票、研学体验、游购等收入约

1000万元。

童话是陪伴儿童长大的“奇幻园”。

在风景秀丽、人文雅韵的武义，童话这

朵浪漫之花越开越艳，并在“童话大会”

“童话天路”“童话村”等一系列特色文

旅IP中逐渐发展壮大。

童话是武义文化的璀璨明珠

受明招文化影响，自古以来武义文

人辈出，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也很丰富。

口口相传的童谣、神奇瑰丽的民间故

事，为武义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

而深厚的土壤。乡间野史、鬼怪狐魅

等传统故事，赋予了武义优秀童话作

家茁壮成长的情感基础。

早在2003年8月，中国儿童文学

泰斗蒋风受邀在武义县举办儿童文学

讲习班。受此影响，彼时在当地任小

学语文老师的汤汤开启了儿童文学的

创作历程。汤汤奇迹般写作、奇迹般

走红，又奇迹般拿下国内许多儿童文

学奖项。

汤汤的童话，裹进大量武义现实元

素和无穷幻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

美好、善良、勇气和希望的“第二世界”，

她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代表

作《到你的心里躲一躲》《水妖喀喀莎》

《绿珍珠》等作品在美国、英国、法国、日

本、西班牙、澳大利亚、蒙古国等国家以

及我国澳门等地区出版发行。汤汤说，

由写作带来的一切就像个童话。

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满园，本土作

家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样来自

武义县实验小学的巩春林，小说《阿香

婆》荣获冰心儿童文学奖。她近13万

字的代表作、长篇军事题材儿童小说

《大兵小将》，入选《儿童文学》原主编

徐德霞主编的“少年中国”书系。

再比如在温情世界里写儿童故事

的陈巧莉，《文艺报》刊登文章点赞：

“她的文字宁静明朗，贴近生活，她笔

下的人物既生机盎然又性格单纯，她

用笔下一个个妙趣天成的故事，用她

的善良、真诚、执着、温暖，警醒着我们

的心灵。”2015年，陈巧莉获冰心儿童

文学新作奖，并入选浙江省第三批“新

荷计划”人才库。

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细腻生动

的诗意笔触，温情美好的童趣描绘，人

性人情的不断探讨……童话作家们书

写出一个个轻灵、奇幻的美妙故事，打

造出一个个温暖、隽永的“童话世界”。

武义的童话色彩越来越浓

2016年，“童话书屋”正式开放，

同年举办首届童话节。2017年，武义

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童话武义”的

目标，此后“童话武义”品牌建设被写

入每年的武义县政府工作报告，列入

重点文化工作项目。

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烧饼

办”一样，武义也专门成立了职能机构

“童话办”。每年举办“童话节”，并童

话般喊出了“塑造一个童话城市形象、

打造一条童话文旅精品线、聚力一个

童话节会、培养一批童话作家、创作一

批童话作品、引进一批童话文创项目”

的“六个一”构想。

深耕八载，“童话武义”经历了从

文化品牌到文创品牌的迭代更新，“童

话武义”从县域品牌逐渐上升成为浙

江省的一张“文化金名片”，在业内积

累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浙江省妇联以及中国儿童文学研

究会、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师范大

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浙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浙江少儿频道等国内10多

家顶尖协会、社团、高校、出版社在武

义设立创读基地。童话公司与湖南

“乐读猫”、浙江少儿频道、浙江研学协

会建立合作关系，不断推进“童话武

义”研学向纵深发展，并建立了“浙江

师范大学·武义影视剧人才孵化基

地”。活动赛事和学术研讨会覆盖全

国，并延伸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

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武义全

县出版（刊发）儿童文学作品300余部

（篇）；拍摄乡土童话舞台剧微电影11

部，签订童话研学项目及儿童文化影

视项目合作协议12个；创建童话研学

基地8个，开展童话研学之旅500余

期，接待游客约200万人次。

今年以来，“童话武义”品牌建设

再一次加大马力。3月份，武义县启动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童话）”申报；4月

份，举办了别开生面的中国武义童话

大会和全市儿童文旅博览会；下半年，

还将筹拍动画片《重返南霞》，并推出

武义童话宣传作品远航海外……

童话也是一座“金矿”

《神笔马良》的创作者洪汛涛说：

“童话，是一门科学。”童话，也是一座

“金矿”。

在武义县新宅镇安凤童话村，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童话氛围，以“童话天

路”为特色的乡村旅游风生水起。小

小的童话，有效带动了乡村振兴、农民

增收，“共富”效应显而易见。

“童话武义”从无到有，再到四处

开花，让人们看到了前景和希望。但

武义童话在核心IP开发、品牌影响力

打造和产业化运营上，依然存在“吸

睛”和“吸金”效应不明显问题，通过数

字化手段实现“流量变现”，将童话与

旅游相结合实现“诗与远方”的联姻，

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内容是童话武义的“王冠”。把

“童话武义”的故事讲得更好，既需要

通过政府顶层设计规划，加强政策支

持，进一步拓展人才和作品的引流渠

道，加强童话人才和作品储备，通过

“柔性引才”邀请国内知名童话作家来

武义创办工作室、开展公益讲座；也需

要武义本土童话作家不断耕耘，写出

更惊艳的文字，并通过“传帮带”梯队

培养一批优秀的童话及童话剧作家，

营造“百花齐放”的创作氛围。

创意是童话武义的“水晶鞋”。要

想“童话武义”传得更远，就要有吸引

“王子”的载体。负责童话运营的“童

话办”、童话公司，要培养组建一批既

具有深厚美学素养，又懂数字化包装

营销的复合型专业化团队，把文学作

品转化为数字化产品。

“市场”是童话武义的“南瓜车”。

只有坚持“市场运作”，才能给予武义

童话更多变现能力。要通过政策引

导，建立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加大重点

文创项目“童话”元素的植入力度，以

童话助推旅游产业发展。要加快童话

文学作品向可视、可听作品的转化，将

多彩童话变为流量入口，链接起新消

费模式和消费场景。要将武义童话推

向更大的国际舞台，争取举办一系列

富有本土元素的童话舞台短剧赴境外

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童话，温柔又锋利，梦幻又真实。

“童话武义”浑如璞玉，蕴藏着无限可

能。从破局到出圈，从破圈到出海，尽

早捧回“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童话）”的

“金字招牌”——“童话武义”这个梦

想，不仅仅是一个童话。

□ 晏平辉

□ 本报记者 程 晖

江西省宜春市积极抢抓深入推进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新机遇，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各种

超预期因素冲击，通过创新服务方式，

打造政策“组合拳”，成功实现外贸跨

越发展。2022年，全市进出口规模达

到508.1亿元，是获批内陆开放型经济

试验区前的2.45倍，增幅达59.4%，列

全省第三位、一类设区市第一位。

协同作战，变“独奏”为“合唱”。

宜春市发展改革、商务、海关、税务、外

汇等涉外部门通力配合，加强协作，建

立部门联席会商协调工作机制，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

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集中学习相

关政策、研究讨论相关问题，会后相关

部门逐项推进落实，实现了信息共享、

政策互通、工作协同的最大合力。

2022年，部门联合开展政策宣讲会10

余场，发放对外贸易政策汇编600多

份，政策直达1000余名外贸企业人员。

优化举措，变“堵塞”为“顺畅”。

宜春市高质量推进“提前申报+两步申

报”改革，积极拓展赣鄂湘三省海关全

方位通关协作。精简通关环节单证，

推行“不见面”办理海关业务，专门设

置“自助报关室”，方便企业“线下”办

理业务，实现通关“零延时”“零等

待”。及时掌握企业进出口诉求，建立

实时“问题清零”机制。推行原产地证

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在推广出口

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全流程电子退税，推行出口

退税备案单证电子化和“容缺办理”，

持续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长。目前，

宜春市无纸化申报退（免）税额比例达

到99%以上，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

压缩至1.03个工作日。

拓展市场，变“洼地”为“高地”。

积极宣传推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全面提升RCEP利

用率，助力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

竞争。举办“数字赋能、宜品出海”贸

易数字化推介对接活动，组织企业参

加线上线下展会，300多家次企业通

过多渠道、多方式开拓国际市场。积

极帮助二手车出口企业拓展海外业

务。推进锂电新能源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累计培育5家AEO

高级认证企业，助力企业享受海关最

便捷、国内最优惠、国际最认可三个维

度的优惠措施。稳定运行铁海联运班

列，精准对接江西省“三同”政策，惠及

进出口货物近2.5万标箱。

精准帮扶，变“派单”为“点单”。

通过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开展“访百

家外资外贸企业一线纾困解难”活动，

实现外贸企业走访帮扶全覆盖，精准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108个。制定出台

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优化跨境贸易营

商环境、金融支持中小微外贸企业纾

困等“组合政策”，争取外贸企业发展

资金超4000万元。推广跨境金融服

务平台，开展应收账款融资、信保保单

融资，15家企业获得融资2.51亿元。

企业享受进口国关税减让1.2亿元，减

免企业进口设备税款1844万元。利

用加工贸易政策，实现进口料件保税

1.5亿元，免征风险保证金3586万元。

本报讯 记者皮泽红报道 为扎

实推进岭南文化中心区建设，促进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锦绣中

华——传统织染绣艺术与生活展”

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文化馆新馆广

绣园开幕。

据了解，该展览由中国传统工

艺振兴计划协同创新中心指导，广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北京服装学

院共同主办，广州市文化馆（广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近50项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传

统织染绣艺术类非遗项目齐聚一堂

竞芳菲，在多元地域文化的多彩互

鉴中绽放姹紫嫣红的迷人光彩。

其中，“铺锦列绣——知否岭

南”板块以“绣”为专题，展示广

绣、苏绣、台州刺绣、湘绣、满族刺

绣等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

刺绣类非遗项目。该空间以满洲

窗、通草画等岭南风情营造氛围，

通过影响世界的中国“织物、茶

点、瓷器”，复现当时十三行出口

物品的精致奢华，再以广式点心、

广绣、广彩瓷营造出“饮和食德”

的浓厚生活气息，展现出广州人

民从容、鲜活又蒸蒸向上的生活

态度。

“天孙织锦——丝韵江南”板

块以“织”为专题，以宋锦织造技

艺、吴江桑蚕丝织技艺为代表，重

点展示以江南文化为主题的艺术

生活空间，以昆曲、苏州评弹、苏作

家具、碧螺春制作技艺、苏州灯彩

等非遗项目，营造丝竹盈耳、吴侬

软语的江南风情环境，通过精、细、

雅、洁的审美情趣，多维度展示江

南水乡的婉约之趣。

“阑干斑布——彩云之南”以

“染”为专题，重点展示以滇南文化

为主题的艺术生活空间“彩云之

南”，同时展示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墩头蓝纺织技艺等来自全国各地

具有代表性的染整类非遗项目，

配合白族民歌剑川白曲、白族三道

茶、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剑川木雕

等云南特色非遗项目，向观众展

现出滇南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

情。展览除展出各项目传统作品

外，还设置“艺术与生活”板块，旨

在搭建设计师对话传统工艺的交

流平台。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

6月份。

本报讯 记者倪文忠报道 4月

17日，吉林省长春市医药健康重

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为贯彻落

实“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建设“医药强省”，推进“长春药

谷”高质量发展，推动千亿级生物

医药产业集群“质效双提升”提供

强大助力。

据了解，今年长春市共谋划布局

生物医药领域重大产业项目60个，

总投资 35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6.6亿元。其中，新建项目13个，

年度计划投资13.7亿元；续建项目

47个，年度计划投资52.9亿元。参

与本次集中开复工的项目共17个，

总投资116.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2亿元，涵盖生物疫苗、细胞免疫

治疗药物、中成药、骨科材料、敷料、

医药设备等多个领域。

从投资上看，本次集中开复工

的项目规模大、数量多，包括5个

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12个投资

亿元以上项目。

从建设内容上看，项目全部

集中于中药、生物药、化学药和医

疗器械4个重点领域。

从分布地区看，项目全部集中

在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

作示范区、经开区、九台区、双阳

区五个产业发展优势突出的核心

地区。

长春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10万件水凝胶先进功能材料产

业基地建设项目，是本次集中开工

的项目之一。项目负责人郭庆辀

说：“项目计划修建的新厂区总面

积为1.5万平方米，配备有10万级

无菌现代化生产车间、2台半自屏

蔽电子加速器、研发中心及培训中

心等，预计今年底新建厂房全面投

产。将建设成为规模大、配套设施

完善、产品品类丰富、技术水平先

进的辐射法制备水凝胶材料及产

品生产基地。”

本报讯 聂金秀 记者罗勉从日

前举行的南澳科学会议第二次会

议上了解到，广东省汕头市将谋划

建设47.31平方公里的科学城，并

从六个方面具体展开，使之建设

成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原始创新

策源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引

擎、全方位推动创新创业的加速

器、区域科技创新人才的新高地、

联动粤港澳与粤闽浙的全球创

新网络和数字化绿色生态宜居科

学城。

据了解，会议由广东省科技

厅、汕头市政府主办，包括15位中

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省内外专家

学者齐聚南澳县，围绕汕头科学城

建设和城市科创能力提升发表真

知灼见，对汕头科学城的建设定

位、发展目标、功能设计、区域协同

等提出宝贵意见，就基础研究、科

技创新、高校建设、人才引进、做大

做强“三新两特一大”产业等内容

为汕头建言献策。他们建议，汕头

要牢牢把握当前产业发展趋势、科

学研究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发展趋

势，推动汕头科学城特色发展、错

位发展、优质发展，积极发挥高校

和科研平台资源效用，加强科技创

新和技术攻关，营造良好发展生

态，引进高层次人才，让汕头科学

城更好地服务和支撑汕头“三新两

特一大”产业发展。

本报讯 赵晓娟 记者郭建军

报道 日前，“台商台企晋中行 共

享共赢新未来”招商洽谈会在山西

省晋中市召开，台企走进晋中，调

研产业、商谈合作，深化交流、共谋

发展。

洽谈会上，晋中市委书记常书铭

表示，近年来，晋中持续加大对台招

商力度，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办

好涉台事务管理，引进来、走出去亲

如一家，新晋商与台商亲密融合，平

遥古城对台交流基地建设进展顺

利，“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

能断、不能少”的晋中实践日益丰

满、日趋丰富。

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星表

示，晋中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

继承晋商诚信基因，全力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链

条优化审批，全方位强化保障，全

周期跟进服务，为广大台商台企提

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太原晋中一

体化实质性推进，山西大学城、晋

中职教港科技创新活力迸发，祁

县玻璃器皿、太谷玛钢、平遥牛肉

和推光漆全省首批特色专业镇

成效不断释放，以吉利新能源汽

车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成型成

势，国家级甲醇经济示范区强

势崛起。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历史性突破2000亿元大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历史性达千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