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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文化创意产业园获评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本本土土特特色色为为魂魂，，让让文文化化与与科科技技融融合合
本报记者 邓超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示了

2019年度拟确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的名单，济宁创新谷集团旗下的

济宁文化创意产业园榜上有名，这也

是济宁创新谷集团旗下第四家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济宁文化创意产业园现有文化科

技类企业40余家，搭建有传统技艺传

承创新中心、虚拟信息技术研究院、视

频新媒体孵化中心、鲁班木艺研究中

心等诸多文化科技平台。园区联合尼

山母爱书院着力打造了济州文化研创

基地项目，以儒家文化、母教文化、鲁

班文化等为背景，以传统手工艺为载

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虚拟信息

技术、新媒体推广等平台，打造具有济

宁特色的文化科技融合产业孵化器。

济州文化研创基地内正在录制古琴课程。

杨柳国际新城创启大厦。

传统文化为载体
打造济州文化研创基地

儒家文化、母爱文化、鲁
班文化……推开杨柳国际新
城创启大厦一楼有些厚重的
玻璃门，古朴的中式装修风格
让人眼前一亮，一位身着汉服
的女子正在镁光灯和镜头下
录制古琴教程，白色背景墙上
字体工整的《济宁赋》，仿佛给
来访客人递上了一张名片。乍
一看，这里与传统文化教育基
地别无二致，但作为济宁市第
一家文化创意产业园，这个被
称为济州文化研创基地的地
方正在按照自身的定位摸索
前进着。

尼山母爱书院开设了亲
子烘焙、女红、古琴等培训课
程，是首批入驻到创启大厦内
的项目。在创启大厦，记者见
到了《济宁赋》作者，尼山母爱
书院副院长李子君。在此之
前，她的尼山母爱书院已经扎
根曲阜、泰安、成都等多个城
市，这次能够在济宁高新区开
办分院，除了自身情怀，更与
济宁文化创意产业园优良的
孵化环境密不可分。

“是园区内浓郁的文化气
息和完善的孵化体系，吸引了

我们的入驻发展。”李子君说，
济宁文化创意产业园是济宁
市唯一一家以文化+科技为特
色的创意产业园区，最初选在
这里，就是看好这里的产业聚
集和浓郁的文化氛围。

今年6月份入驻园区的鲁
班木艺研究中心，是一家以木
作艺术体验为主的传统文化
体验基地。刚走进二楼的鲁班
木艺研究中心，记者就闻到了
浓浓的原木清香。这里摆放有
各种榫卯建筑结构图、木工教
程书籍、设有木工桌、打磨机
等，从鲁班文化的解说到木工
制作体验应有尽有。

“这里既能锻炼孩子的动
手能力，也可以激发孩子的创
意。”鲁班木艺研究中心总经
理林芳告诉记者，完善的孵化
服务机制和文创产业聚集，也
是鲁班木艺研究中心选择将
体验基地落户济宁文化创意
产业园的最主要原因。据林芳
介绍，鲁班木艺研究中心曾获
得2018年济宁市文化旅游产
品大赛金奖，也正是在那时，
济宁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始注
意到他们，经过反复的考察、
谈判，已经在任城、泗水、太白
湖新区拥有工作室和木工房
的鲁班木艺研究中心，又将最
大的木工体验中心落户到高

新区。
记者了解到，入驻园区的

这些企业并非“单打独斗”，它
们在园区完整的文化创意产
业链上各居其位，济宁文化创
意产业园现有文化科技类企
业40余家，搭建有传统技艺传
承创新中心、虚拟信息技术研
究院、视频新媒体孵化中心、
鲁班木艺研究中心等诸多文
化科技平台，形成以传统手工
艺为载体，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结合虚拟信息技术、新媒
体推广等平台，力求打造具有
济宁特色的文化科技融合产
业孵化器。

信息技术为支撑
文化与科技无缝融合

在济宁文化创意产业园，
可谓藏龙卧虎。记者看到，济
州文化研创基地共分为三层，
一层涵盖了亲子烘焙、名家讲
堂、古琴等以传统文化教育课
程为主的项目，二层则是以鲁
班文化为元素组成的木工制
作体验中心，三层能够让访客
亲身感受体验陶瓷艺术、植物
印染和木活字印刷。作为一处
文化创意胜地，很多家长经常
利用周末带孩子前来体验各
种文化艺术活动。

除了济州文化研创基地
内的文化创意项目外，这里
还入驻着济宁中龙虚拟信息
技术研究院、山东维星文化
传媒等一批自主创业企业。
其中，今年10月底入驻园区
的济宁中龙虚拟信息技术研
究院主要从事虚拟仿真技术
的研发。

“但我们现在最想做的内
容还是济宁的文化，想用虚拟
仿真把咱济宁的文化给串起
来。”济宁中龙虚拟信息技术
研究院总经理马长斌是地道
的济宁人，在他看来，济宁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运用
新技术投入到文化领域，让高
科技重新包装、定义、推送传
承已久的文化内涵，形成新的
文化产业链，也符合推动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而园区内众多的传统文
化创意企业，今后的发展方
向则恰好与中龙虚拟信息技
术研究院的研究方向环环相
扣。“将来我们会把虚拟信息
技术应用到园区内的传统文
化体验项目中，可以让市民
足不出户就能进行诸如亲子
烘焙、木工、陶艺制作这样的
模拟体验，运用信息化的手
段达到打破物理空间的效
果。”马长斌介绍，5G技术的
普及能够解决虚拟仿真技术
的传输问题，下一步计划通
过项目对接，将虚拟信息技
术向外推广。

同样作为文化+科技类
企业的山东维星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自媒体内
容创作、网红孵化、电商以及
线下运营推广活动等功能于
一体的互联网泛娱乐公司，
拥有大量的年轻受众群体。

“我们看重的是这类公司的
推广途径，如今直播产业链
非常发达，如何将文化元素
注入直播产业链当中，也是
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济宁文
化创意产业园负责人宋国栋
说，目前，济宁文化创意产业
园规划有济宁文化研创基
地、虚拟信息技术、网红直播
平台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
化科技元素，力求打造完整
的文化产业链，吸纳新型小
微企业孵化，形成济宁文化
创意产业新高地。

搭建企业孵化平台
形成文化产业集聚效应

“文化在济宁是最不缺
的，但文化创意在济宁是欠缺
的。”在宋国栋看来，传统文化
创意企业依赖于园区的孵化
系统，而园区看中的是传统文
化创意企业为推动济宁传统
文化发展创造的价值。

如今，园区每年举行的
“创意济宁”文化产品设计大
赛、“创业济宁”青年大学生创

业大赛、创业大学创业项目路
演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
术活动，也为大众感受文化、
触摸创意、参与互动提供了理
想的平台，吸引了大批团体机
构、媒体、游客和市民前来参
与、分享、交流，使济宁文化创
意产业园成为济宁市最具有
标志意义的文化艺术集聚地。

“‘创意济宁文化产品设
计大赛’连续4年举办，我们期
望能在比赛中看到具有代表
性的创意产品，从而转化为济
宁传统文化对外宣传的载
体。”宋国栋说，济宁文化创意
产业园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创
新理念结合在一起，形成特色
鲜明的园区，探索文化+科技
的融合试点，借助园区平台将
传统文化推广出去。

“一些仍然处于苗圃阶段
的传统文化企业，虽然规模
大，但是相关发展的道路仍然
需要进一步完善，现阶段生存
仍然要靠项目。”宋国栋介绍，
园区除了提供基础性的孵化
服务之外还会额外提供融资
贷款、荣誉的申报、对外展会
的宣传等服务。“园区对于创
业企业的服务是相对完善的，
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包括资金、
场地需求，甚至是单个项目的
需求。”宋国栋说。

据了解，目前济宁文化创
意产业园重点发展影视动漫、
文化传媒、创意设计以及文化
+科技四大主导产业，建设成
为专业的文化+科技孵化平
台。园区建有完善的创业服务
平台，可为企业提供人才服
务、政策指导、中介服务、创业
培训、宣传推广、投融资等全
方位服务，以此降低企业的创
业风险和成本，提高企业的成
活率和成长性，以培养更多的
文化创意企业，力求形成“凤
引百鸟”的“温室效应”，最终
达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效应。
目前，园区在孵企业42家，企
业职工1500余人，成功孵化豆
神动漫、灵动传媒、新思域设
计、厚德文化等17家文化创意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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