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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北京文投

会杯”第二届北京市文化创

意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赛事

正酣。海淀区768创意产业

园分赛场在中关村768创意

产业园正式开赛。北京市

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市文促

中心主任梅松出席并为评

委和分赛场承办机构颁发

证书，海淀区文促中心副主

任赵天书为评委颁发证书，

北京大华电子集团党委书

记李德友、专家评委、投资

人、创业导师、行业协会、文

创企业负责人，以及社会各

界代表100余人出席了此次

活动。

“北京文投会杯”第二

届北京市文化创意创新创

业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国

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指导，市文化创意产业促

进中心主办，大业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北京文化创

意 产 业 投 资 商 会 联 合 承

办。本届大赛以“创赢未来

新无止境”为主题，旨在进

一步推动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挖掘优秀文创项

目，培养文创领军创业人

才，扶持小微文创企业，搭

建创新创业平台。赛事将

历时 3 个月，通过初赛、复

赛、决赛、总决赛，最终评选

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

三等奖8名。本次大赛有五

大亮点：一是京津冀首次协

同联赛；二是金融服务全程

跟踪；三是创业导师面对面

指导；四是媒体矩阵全面报

道；五是奖励幅度大大提

升。

海淀区768创意产业园

分赛场由海淀区文促中心、

中关村768创意产业园联合

承办，容观国际创意工场、

蒙草北京创意中心、北京东

方嘉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中关村768创意产业

园以设计创意、文化创意、

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文化

和科技融合的产业为主，持

续打造“产业生态”与“自然

生态”和谐发展的智慧型

“双生态园区”，形成了建筑

景观设计、互联网+医疗、互

联网+社交、互联网+大数

据、数字内容和多媒体设

计、智能制造六个产业集

群。

2017 年 5 月 16 日，“中

关村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

园廊坊园揭牌仪式”、“2017

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

谈会”、“2017京津冀三地峰

火文创高层峰会”在廊坊经

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互联

网文化创意产业园廊坊园

（廊坊开发区新亚研发大

楼）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关

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天

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区管

理委员会、廊坊市人民政府

主办，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中关村互联网文化

创意产业园承办，教育部学

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校企

合作创新发展联盟、北京峰

火文创中心、中关村军民融

合产业联盟、中关村海淀园

留学生创业园等协办。

揭牌仪式由市委常委、

廊坊开发区工委书记王金

忠主持。北京大学文化产

业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峰火

文创中心主任陈少峰致辞，

重点介绍了中关村互联网

文化创意产业园廊坊园“一

园三基地”的基本建设情

况；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主

任刘占文致辞，重点解读了

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政策与

方向；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

发展中心主任陈锋致辞，重

点解读大学生创新创业发

展趋势；廊坊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贾永清致辞，重点

解读中关村互联网文化创

意产业园廊坊园落地的巨

大意义，承载着资源流动共

享、文化科技研发等多种功

能。

“创意在北京，转化在

廊坊”，中关村互联网文化

创意产业园廊坊园将推进

京津冀文化与科技的交融

日益广泛和深入，使科技渗

透到文化产品创作、生产、

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各

个环节，成为文化事业与文

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

引擎，扩大廊坊本身的区域

和经济优势，成为京津冀一

体化科技潮头的一剂强心

针，逐步成为华北乃至全国

重要的科技“文化名片”，有

效承接了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

5月9日，永新华韵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与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正式签约

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在京

成立。中国艺术节基金会会长田建

平与永新华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

裁林涛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来自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永新华韵等

机构的相关领导出席签约仪式并致

辞。永新华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

一家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与发展的集团公司，作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中国非遗领域全面合作

伙伴，共同建设“国际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数据库”，汇聚全球海量非遗资

源，基于大数据库的信息采集、备案

认证、鉴真溯源、数据分析、交易撮合

等业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成

果转换实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

发展提供全方位全产业链条的服务

支持，助力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永新华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

裁林涛在签约仪式上致辞，他表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保世界文化多

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重要资源，永新

华韵专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保

护、传承与发展，既是社会责任的承

载，又是市场化发展全新探索。通过

平台模式，构建文化生态。通过与中

国艺术节基金会的合作成立非物质

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优势互补、资源

互通，是以专项基金为载体，以国家

政策为引导，与各地政府、各界机构

展开非遗主题多种项目实施，促进各

地、各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与发展取得大的成效。

签约仪式上，中国艺术节基金会

会长田建平表示，希望双方相互助

力，把中国传统文化节庆活动及各种

非遗项目更好地发展保护；希望通过

双方的合作，推动非遗产业发展，以

非遗发展基金为重点，积极助力非遗

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发展。

田建平现场宣读决定，同意设立

中国艺术节基金会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展基金，并成立该专项基金的管理

委员会。

中国艺术节基金会非物质文化

遗产发展基金会管理委员会由以下

人员组成：主任为田建平、执行主任

为林涛、秘书长为王重阳、办公室主

任为王泓、办公室副主任为伍秋乾。

非物质文化发展基金秘书长王

重阳表示，尽快全面开展起非物质文

化遗产发展基金的工作，力争尽快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发挥出中国艺

术节基金会的影响力。

由中国艺术节基金会与永新华

韵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

金，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的大数据研究、非遗领域项目投资、

非遗传承人扶持等。本次签约坚定

了双方在非遗保护合作方面的信心

与方向，共同开启了非遗领域多元

合作创新发展的序幕。签约仪式

后，基金会成员召开闭门会议，商讨

基金会后续工作。

董菁 本报记者 朱晨辉

签约活动现场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一个

专家研讨会上获悉了一起因藏品侵

权引发中国文物界乱象的事件，起因

是 2016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25 日，由

浙江美术馆和普陀山佛教造像研究

院共同承办的“汉风藏韵——中国古

代金铜佛像艺术特展”在杭州举办，

本次展览展出了由收藏家李巍提供

的其多年来收藏的118件珍贵藏品，

向公众展示了中国佛教造像的艺术

魅力和汉藏文化交融的厚重沉淀。

展览开幕后，网络上就出现了针

对本次展览的质疑文章，引发了业界

的关注。对此，李巍在专家研讨会上

介绍了其40余年的收藏经历，并就

其亲身经历的侵权事件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与会法律专家、文物专家及

相关人士也在会上发表了看法，建议

急需完善文物法律规范。参加研讨

会的法律专家有江平、杨立新、崔建

远、孙宪忠、张卫平、刘荣军、刘凯湘、

田文昌、钱卫清等，文物及收藏专家

有彭常新、薛国芳、李舒迦、寒冰、高

斌等。

针对质疑展览会上金铜佛造像

的文章，专家们认为这些舆论误导大

众，对展览的主办方和协办方的公信

力产生质疑，对普陀山佛教造像研究

院和收藏者李巍的信誉造成了不良

影响。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文章已构

成侵权。对此，普陀山佛教造像研究

院和李巍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用法律

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该案将于

近期开庭。

李巍于196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在青藏高原工作生活多年，26

年的军旅生涯中先后 27 次立功嘉

奖。作为金铜佛像收藏家，李巍自上

世纪70年代初与金铜佛像结缘，40

多年来共收藏有上千尊元、明、清时

期金铜佛像及佛教法器，其中许多藏

品被国家级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

物。近年来李巍曾多次向国家捐献

收藏品，并获得政府奖项和央视专题

报道。2009 年，李巍向中国国家博

物馆捐赠22尊明、清时期珍贵金铜

佛像及佛教法器，并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新闻发布会。同年，由中华书局出

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共

同支持的大型图册《汉藏交融——金

铜佛像集萃》一书向海内外公开发

行，该书于2010年及2011年荣获中

国政府出版及设计大奖，被国家有关

部门作为文化交流和对外推介的重

要书籍。2010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

四套国际频道《国宝档案》栏目以上

下两集进行播出。2011年，《金铜佛

像集萃》一书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

城出版社再版发行。2012 年，由众

多专家学者编纂的学术类书籍《汉风

藏韵》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并获得

印制大奖。2015 年，李巍向普陀山

佛教协会捐赠515尊元、明、清时期

珍贵金铜佛像及佛教法器，同时向舟

山市博物馆捐赠精美的金铜佛像和

法器各1件，普陀山佛协破例授予李

巍特邀理事一职，并在普陀山成立了

佛教造像研究院。2016年4月，“汉

风藏韵——金铜佛像艺术展”在吉林

省博物院新馆盛大开展，展出了 99

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造型的

金铜造像及佛教法器。以上这些足

以说明李巍的藏品已经获得了国家

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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