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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本报记者 董盈

天津古文化街，一条古香古色、
充满津韵津味的老街，素有“津门故
里“之称。老字号非遗在这里与国潮
时尚碰撞出火花，中国传统文化在这
里散发出古韵新香。这里也是黑龙
江省党政代表团赴京津冀地区学习
考察的一站。

踏着黑亮的石板路，穿过写有
“沽上艺苑“字样的牌楼，步入古文化
街，桂发祥、泥人张等店铺招幌林立，
仿佛穿越进入了一个传统文化的新
空间。

街面上快板声声响，那是各路相
声茶馆在招揽生意；皮影戏体验馆老
板报着最近的演出场次；银制品店门
口，匠人正在细致地一点点手工凿刻
银质工艺品；面塑店门前，齐天大圣、
各种生肖造型、卡通形象的面塑玩偶
吸引来好奇的孩子们；桂发祥十八街
麻花、果仁张的店铺里，各式麻花点
心让游客快挑花了眼……

古文化街戏楼对面海河岸边，正
赶上国粹京剧演出，分外热闹，戏台

被市民游客层层围住，《铡美案》选
段、《梨花颂》等精彩表演引来观众连
连叫好。身边的天津本地人说，这样
的演出还有一些其他的传统文化活
动在古文化街是常有的。天津古文
化街，是可以找寻到中国味、天津味、
文化味的地方。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古文化街
景区年最高游客接待量达 1300万人
次。老字号店铺能够受到游客尤其
是年轻人的喜欢，有着它的奥秘。张
记水铺各色茶饮琳琅满目，店内墙砖
上写着关于“天津老城水铺“的简要
来龙去脉，成了一个”有故事“的店
铺。卖天津糖堆的店铺里，玩转各种
山楂美味，比如包装精致的山楂酒，
既有老味道，也有年轻人喜爱的现代
感、仪式感。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
柳青木版年画也在坚守传统中开发
融入杨柳青年画元素的文创产品，赋
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走进古文
化街戏楼旁的杨柳青画店，店铺中除
了尺幅大小不一的杨柳青木版年画
作品，文创商品区也十分抢眼，融入

了杨柳青年画经典元素的潮流T恤、
冰箱贴、摆件等各类创意产品琳琅满
目。

“杨柳青年画是天津文化的一张
名片，我们首先做到继承传统，比如
我们馆藏很多木版和各个时期原作
的年画，我们都有在开发，老版复生
作为我们一个制作主项，成系列地在
推出，让老版焕发新貌。”杨柳青画店
古文化街门店负责人杨凯介绍：“另
一方面，面对当下人们审美的变化，
我们把年画当中大家喜闻乐见的一
些元素放在不同的载体上，更贴近年
轻群体，使得年画让更多的人喜欢。
比如，文创T恤、文创包包、包上的配
饰、咖啡杯、马克杯，尽量做到不同季
节不同主题，一批批地推出，慢慢形
成大的系列。”

杨柳青的不断“上新”也赢得了
消费者的青睐。“今年第一季度我们
已经完成了全年销售计划的 70%。”
杨凯说。

“我们古文化街是天津一个非常
有特色的街区，多年来一直以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为己任，38年来，我们在

这个场景下把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
活动、年俗活动、中国味体现得淋漓
尽致，每到重点节假日和周末，我们
都要在这个街区开展众多文化活动，
比如花会、民俗活动，前两天端午节
还举办了包粽子活动。未来，我们想
继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街
区场景下用好用足，用好古文化街这
个载体，让更多的非遗老字号在这里
生根发芽，让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个街
区枝繁叶茂。”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
街管委会主任张鸿鹏说。

张鸿鹏也一直在关注黑龙江的
很多文旅项目，包括“尔滨”冬季的火
爆出圈，他表示，黑龙江有很多的做
法值得借鉴。比如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把平日和节日进行了转换，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推出了“室内冰雪主题乐
园”，把这种文化旅游资源常态化，吸
引更多的游客到哈尔滨去游览。古
文化街的文化特点是中国味，黑龙江
有很多资源也有鲜明的特色，双方可
以相互借鉴学习，怎么把这种特色巩
固下来，在运营管理上，运营团队也
可以相互交流经验。

传统老街如何 起来 起来

□本报记者 董盈

在距离黑龙江省 1200多公里的
天津，人们说起科技创新，总会提到
天开高教科创园。6月12日，黑龙江
省党政代表团赴京津冀地区学习考
察来到天津，首站便走进天开高教科
创园（以下简称天开园）。

“科技创新策源地 科研成果孵
化器 科创服务生态圈”，从天开园
园区大屏幕上的这 21 个字，可以看
出园区的功能定位。开园仅一年多
时间，天开园释放出强大的科创聚
集力，已经吸引了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1800 余家
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
大的企业落地园区，成为科技成果
转化孵化的沃土，加快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

炎炎夏日，天开高教科创园内许
多初创科创企业也展示出强劲火热
的发展势头。天津灵境智游科技有
限公司依托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为
文旅、文博场所等创作AR导游导览、

研学游等相关产品，丰富数字展馆，
为消费者提供知识类趣味性的旅游
产品。“企业成立不足一年时间，今年
公司预期订单量将达到 1000万元。”
公司总经理张楠充满信心地说。

同样入驻天开园不到一年时间，
天大智图（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在做
的是中医药大语言模型。“我们已于
今年3月发布了‘海河·岐伯’这款中
医药大语言模型，目前我们在里面放
入了如《黄帝内经》等海量的古籍数
据以及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医师的
诊断数据，结合这样的数据，我们可
以提升大语言模型的准确问答能
力。”天大智图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贾
勇哲介绍：“海河·岐伯”的应用场景
包括老百姓日常问诊治未病、专业领
域应用于互联网医院、支持偏远地区
提升医疗水平等，提供给老百姓专家
式的问答服务。公司已与天津市很
多中医院、药厂、新药研发机构进行
合作，同时通过融资、产业带动和更
多的合作不断推向市场，未来具有广
阔的增长空间。

天津天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
年3月成立并入驻天开园，公司基于
天津大学海洋学院研发团队的核心
专利技术，产品主要是解决植物灌浆
期灌浆不足的问题。“喷施我们的叶
面肥，能够使大田作物增收 10%~
50%。”天津天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任桂华告诉记者，“我们已经
完成了专利的产品化、大田的试验，
在试验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接到了部
分订单。现在正处在一个扩大产能、
产品交付、扩大市场的阶段。”

这些科创企业的快速成长与天
开园的服务与支持密不可分。“园区
帮我们解决了应用场景和算力支持
两大问题，天开园的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
会。”张楠说。

说到选择落地天开园的原因，任
桂华看中的是天开园强大的技术背
景支撑以及天开园在金融、政策、培
育等方面的强力扶持，并用“特别暖
心、贴心”“特别给力”来评价园区的
支持与服务。

“天开园在我们企业转化的过程
中给予我们很多支持，从一进入园区
开始，这种支持就是能摸得着看得见
的。”任桂华举例说，企业还没提出融
资需求，天开园就已经为企业组织了
多轮融资对接，让企业不会因为资金
的问题感觉走不下去了；在企业管理
层面，几乎每天都有针对企业管理人
员的关于营销、知识产权等不同内容
的免费培训；新的专利产品在市场落
地的过程中建立市场标准很难，园区
就帮助企业产品形成企业标准进入
市场。

今年5月，天开园又升级了支持
政策，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的
支持力度。天津市科技局园区创新
发展处副处长王一成介绍说：“在成
果转化方面，我们聚焦转化堵点、拓
宽转化渠道，出台了‘鼓励横向科研
项目结余经费出资转化’‘支持园区
企业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等政策，
着力提升园区转化能力，激发科研人
员转化积极性。在企业孵化方面,我
们聚焦企业成长、拓宽发展路径,新
增了对企业融资、成长赋能等支持政
策。尤其是为了鼓励企业上市发展，
率先在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天开科
创专板，成为天津首个以科创园区形
式在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的专板，支
持企业入板培育并免收挂牌费，借助

‘绿色通道’加速上市进程。”
加快建设创新龙江，黑龙江省

正在加快构建 4567 现代化产业体
系，打造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经济
新引擎，园区企业也将合作目光投
向黑龙江。

天开生物科技正在全国寻求合
作伙伴，黑龙江作为农业大省是他们
重点关注的省份，公司已经在与黑龙
江的一些企业、市县区进行初步的洽
谈合作。“我觉得未来与黑龙江省的
合作潜力是巨大的，特别欢迎黑龙江
的相关企业、人员来交流互动。”任桂
华说。

张楠表示，黑龙江有很多博物馆
资源、红色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希
望有机会合作，通过大语言模型去提
升龙江消费者的文旅体验。

看天开高教科创园“硬核”转化

□本报记者 王阳阳

“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不仅
有利于黑龙江本土企业发展，也为
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黑龙江企业
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可能。随
着营商环境的优化，我相信会有更
多的企业和人才涌入黑龙江，共同
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11日
至 13 日，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
京津冀地区开展学习考察和推动
深化合作,10 日，天津市海棠盛业
环境集团董事长、天津市龙商总会
会员刘帅男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
自己与家乡共同发展的愿景。

天津市海棠盛业环境集团主
要经营环保领域和科技咨询服务
两大板块业务。下属的天津市海
棠盛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
企业；悠悠科技咨询（天津）有限公
司在天津市排名前三，滨海新区排
名首位。企业积极拥抱科技创新，
将知识产权作为核心竞争力，推动
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助力新兴产业
的孵化和发展，已经成功助力众多
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为
天津乃至全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贡献了龙商力量。

“天津市政府对于科技创新和
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为企业
营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发
展环境。此外，天津还拥有丰富的
人才储备、完善的产业链布局以及
便捷的交通网络，这些都为企业的
快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刘帅男认为，黑龙江可以从3个方

面学习天津的经验。首先，可以借
鉴天津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培育新兴产业方面的做法。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企业的积极参与
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其
次，可以学习天津在优化政务服务
流程和提高办事效率方面的做
法。黑龙江可以进一步优化政务
服务流程，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
率和服务水平，降低企业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最后，可以学习天津借
助第三方服务机构资源、京津冀一
体化资源以及专业服务机构等力
量来助力企业发展的做法。黑龙
江可以积极寻求与这些机构的合
作机会，借助其专业优势和资源力
量，推动本地企业的快速发展。

“我认为黑龙江的营商环境改
善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相辅相
成的。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可以吸
引更多的创新资源和要素汇聚黑
龙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
展。而新质生产力的壮大又将进
一步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形成良
性循环。”刘帅男表示，随着黑龙江
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新质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相信两地之间的合
作将会更加紧密和深入。十分期
待与家乡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
等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加强
人才交流和培养，共同打造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的科技创新人才队
伍，共同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等方面的合作。希望两地能够加
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科技
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
策落实。

刘帅男
期待与家乡共同发展

天津古文化街。 本报见习记者 王世琛摄

天开高教科创园。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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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盈

来到天津，很多人都会打卡
“泥人张”。12 日，记者走进位于
天津古文化街上的泥人张世家店
铺，橱柜中陈列的泥塑作品琳琅满
目，“孔子抚琴”“木兰从军”“吹糖
艺人”……题材多样，形神毕肖，栩
栩如生，令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去
仔细品味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艺术魅力。

说到“泥人张”，可能一些人对
它的印象还停留在玩偶类或者民
俗类的题材，泥人张世家副总经理
李丹向记者介绍了泥人张彩塑更
为丰富的内涵。“泥人张”创始人张
明山老先生主业是画家，兴趣爱好
是民俗创作，因此泥人张彩塑风格
延续了中国文人审美，它更多是偏
向于表现中国文人气质和人文气
象的雕塑作品，把原来庙宇里的高
大的佛造像变成了引入桌前案头
的架上雕塑，形成了泥人张独特的
风格，经过六代传承至今已有近二
百年的历史。

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人们对传
统文化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
探索与思考的话题。泥人张彩塑
也不例外。泥人张世家也一直在
做创新方面的探索。

可能大家看到的泥人张彩塑
还是传统的人物、传统的形象，但
实际上它在工艺流程上有很多的
创新和改变，比如，选泥、制泥、彩
绘用的原料等。“创新不仅是形式
上的创新，并不局限于形象外在的
改变，其实从业者思想的改变和与
时俱进很重要，不断去思考如何与
当下对话，与年轻人对话，这是我

们尝试和探索的课题。“李丹说。
“传统文化进校园这项工作我

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时间了。“李
丹介绍，为了与年轻一代形成更好
的互动，泥人张世家尝试以多种方
式走进校园。

为了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泥
人张彩塑的艺术形式和魅力，泥人
张世家 2023年启动了泥人张作品
高校巡回展，去年先后走进天津大
学、上海同济大学，今年 4 月又走
进中国传媒大学。“接下来展览还
会延续，也希望有机会走进哈工大
等黑龙江省内高校，共同探讨如何
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李丹期
待泥人张在黑龙江的校园中能够
大放异彩。

此外，第六代“泥人张”张宇在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
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还开设了
泥塑选修课，受到学生追捧。同时，
泥人张世家在天津的一些中小学也
开设泥人张的传习室，据李丹介绍，
在传习室、大学选修课学习和毕业
的学生现在已经有将近4000人。

除了校园巡展，泥人张世家也
在一些商场中做商业展览，让这门
艺术更好走进大众生活；第六代

“泥人张”张宇还走出国门去办展
览、讲座，开展“匠人”间的交流与
对话，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讲好中国故事。

李丹告诉记者，最近泥人张世
家还在打造一个近 2000平方米的
新作坊和博物馆，预计今年下半年
投入使用，未来建成投用后，在那
里可以参观到泥人张彩塑作品是
如何制作出来；博物馆部分会有常
设展、定期更换的流动展等。

新时代“泥人张”的
传承与创新

对
话

泥人张世家的泥人张彩塑作品。 本报见习记者 王世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