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几十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汇

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他们有

的下农田搞研究，有的上网做营销，有的开会写

方案……忙得不亦乐乎。而吸引他们来到这里

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乡村众创空间——蒙清

创优乡村创客中心。自 2016 年成立以来，蒙清创

优让当地农村的名优土特产和创新创业思想走出

黄土高原，走向更为宽广的发展天地。

汇聚人才，把特色农产品
推出去

清水河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资源禀赋差、交

通不便、信息不畅是长期以来制约当地产业发展、

群众致富的阻梗。另一方面，清水河的特色农副

产品却是远近闻名。

“我们一直以来所缺少的，就是将这些产品推

出去、将这些产业做大做强的人才和力量。”清水

河县龙头企业蒙清农业董事长刘峻承说。

看到城市里众创空间纷纷发展壮大，刘峻承萌

生了创建乡村众创空间的想法，2016年，蒙清创优

乡村创客中心应运而生。“不论是创新还是创业，没

有人是不行的。产业扶贫、科技扶贫，人才是前提，

有了人才，一切才有可能。”刘峻承说。创客中心成

立后，汇聚人才成为他首先要实现的目标。

以大学暑假和寒假为契机，依托乡村环境、

蒙清产业链、创业导师培训、项目研究、实践体

验等综合性活动，创客中心迅速在大学生中聚

集了人气，扩大了平台影响力。实践和体验活

动之后，决定扎根在此进行创业的大学生逐渐

多了起来。

一年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郝惠琴参加了

创客中心的实践活动，受到感染的她很快决定毕

业后来这里创业。短短一年时间，一个文艺范儿

十足的品牌就诞生了——遇见海棠。她完成了项

目可行性报告，并购置了近 100 万元的果品生产

线。“在产品研发中，我们依托蒙清农业平台和产

学研机构，研发了多款口感好、营养价值高、适宜

多种人群的果品系列，现在，这个品牌已经火起来

了。”郝惠琴说。

搭一座“桥”，连接农民和
创业者

在蒙清创优乡村创客中心的销售大厅内，包

装上印有“有机认证”“地理标志产品”的小香米、

藜麦、海棠果等当地特色农副产品琳琅满目。

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蒙清农业在实现自身

快速发展的同时，将项目整合资源和孵化资源更

多向乡村创客中心倾斜。为了便于城市与乡村之

间的项目、资源对接，蒙清创优乡村创客中心在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电子商务园区建立了“一座

农桥”服务平台，为清水河县的农民和创业者们提

供沟通、分享、互助、资源链接的聚合平台。平台

先后举办创业公益大讲堂 33 次、农人沙龙分享会

78 次、互联网直播 25 次，成为农人及行业技术分

享、经验交流、资源对接、人才培养的展示和孵化

平台。

“我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创业团队一起打造农

业创业天堂，并将农村优质的产品通过创业项目

推向市场，为企业和项目的孵化找到市场、找到发

展的方向。”刘峻承说。

截至目前，创客中心已经为五家合作社、两家

农业公司成功提供了培训、孵化、农村科普等各项

服务，而这些主体，都是清水河这个小县城里县域

经济发展、产业助力精准脱贫的生力军。

三产融合，推动农村产业
扶贫

“产业的各自为战和单打独斗，一定会制约地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创客空间，不仅要为

人才和企业提供孵化服务，还要帮助地区实现农

业产业化基础上的三产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激活县域发展，实现精准扶贫。”刘峻承从创

客中心成立之初，就在思考和探索着产业融合的

问题和出路。

两年多来，创客中心依托母公司资源，建立种

子农资、农机、肥料、种植、养殖合作社，二产同步

规划实现海棠果、杂粮、果丹皮、小香米米醋、山茶

等深加工项目，再辅以文化旅游开发、杂粮电商运

营、杂粮新品研发、产品创意包装设计等，逐步营

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创意的发展平台。

“ 通 过 激 发 三 产 融 合 ，我 们 将 形 成 生 态 圈

经 济 ，通 过 创 客 中 心 孵 化 的 项 目 ，推 动 农 村 产

业 扶 贫 ，为 国 家 实 施 精 准 扶 贫 解 决 最 后 一 公

里；到明年，我们将实现吸引 300 个大学生进驻

创 业 园 区 的 阶 段 目 标 ，为 下 一 步 的 产 业 融 合 、

产 业 互 动 提 供 坚 实 的 人 才 保 障 。”蒙 清 农 业 副

总经理韩香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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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小悟空》上座率颇高，口

碑飘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部被誉为开启国产动

画电影新纪元的影片——《大圣归来》。其精彩绚

烂的画面场景、接轨国际的创作水准让它斩获9亿

多票房，成了当年的“黑马”。作为该片的联合制片

公司之一，北京大千阳光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千阳光）也凭此片蜚声业内。

中国动画有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

等的辉煌，也曾陷入低谷，而今又曙光初现。大

千阳光的创始人兼 CEO 张润华希望自己和公司

一起，能从《大圣归来》的那一天起，见证中国动

画的再次蓬勃。

本报记者 许 茜

众创空间

创业故事

香港理工大学与深圳大学近日在香港签订“大湾区国际创新

学院”合作备忘录，携手为创新科技人才培育和企业孵化等搭建平

台，带领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创新创业群体走向国际。

“大湾区国际创新学院”将落户深圳。成立初期，理大和深大

将共同举办创新创业交流活动，包括共创资源共享空间、举办创业

训练营和国际拓展活动等，以及建立以深圳和大湾区重点产业为

主题的“科技创业人才培育及加速计划”，以期更有针对性地培育

科技创业者，协助他们将科研发明推入市场。

至于中长期计划，理大和深大将以“创新学院”为平台，合作推

出联合创业教育课程，并开展国际湾区合作交流活动，引进专才、

投资者到大湾区。

理大校长唐伟章表示，他们的首要工作是组织一支包括两校

人员在内的工作团队，积极联系世界各地院校加入这一平台。深

大校长李清泉表示，这次合作更可促进两地年轻人、政府和企业家

的交流联系，达到多赢。

香港部分院校多年前已在大湾区城市办学，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开设深圳校区、香港浸会大学携手北京师范大学在珠海开办联合国

际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也均有意在广东办学。

“创新学院”加速培养
大湾区科技创业人才

在红旗品牌创立 60年之际，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近日

在吉林长春宣布成立红旗品牌创新生态圈联盟，为这一中国民族

汽车品牌技术产品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自 1958年红旗品牌创立以来，红旗轿车长期被用作我国重大

庆典活动的检阅车，但在汽车消费市场表现不佳。为了加快红旗

复兴进程，红旗品牌已经启动市场化改革，并于今年年初发布了新

战略，努力通过多元化产品闯市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留平表示，当前全球汽

车产业正处在变革时代，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正在重塑

汽车产业，唯有不断创新和汇集各方面优势资源，实现合作共赢发

展，才能赢得未来汽车产业发展主动权。

根据联盟建设方案，中国一汽将采取合资、合作、委托、联合实

验室等多种形式，带动相关产业合作伙伴融入新红旗品牌战略创

新平台，搭建共生共赢的红旗品牌技术创新生态圈。

中国一汽将构建“黑科技实验室”“协同创新实验室”“三创加

速器”三位一体的一汽红旗创新中心，建设红旗绿色智能小镇，努

力打造红旗品牌智能生态圈。

一汽首批协同创新的合作伙伴包括华为、百度、英特尔、科大

讯飞、吉林大学等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领域涵盖自动驾驶、智能

驾驶、智能安全系统和大数据开发与管理等。

中国一汽为创新民族品牌“扛旗”

“饭吃了毛（吃饭没）？瓦清（弄明白）！尕心疼（小可爱）！”旅

游旺季，一位“说”着青海方言的牦牛“Yak先生”现身微信表情包，

上线不到两个月，就引来 6.5万人次的下载量。这是台湾文化创意

人杨琦兰和她的团队设计的作品。

作为青海省旅游投资集团的文化顾问，杨琦兰已经带领团队

研发了 174种文化创意产品，全部与推广青海有关。

谈及“Yak先生”的创作灵感，杨琦兰回忆说，2017年夏天第一

次受邀造访青海时，在去青海湖的路上偶遇一群牦牛过马路，看到

过往司机都减速或者停下来给牛群让路。

“大家都很自然做这样一件事，很尊重栖息在这里的牦牛。这

说明牦牛已经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Yak 先生’的形象灵感

由此而来。”杨琦兰说，牦牛形象强壮，所以设计成男性，也有坚韧

不拔的精神内涵。“Yak先生”的“头发”设计成了五彩颜色，代表藏

文化中的五色祝福。

“文化创意的精髓就是情景再现，牦牛、方言这些元素对于有

‘青海记忆’的人来说是情感连接。”杨琦兰说。

她自认是个有“青海记忆”的人。“小学的音乐课本里有描绘青

海风景的歌曲。时隔 30 多年，当我踏上这片高原，眼前情景一下

就让我重拾歌曲中熟悉的感觉。”杨琦兰说，一年多来，随着对青藏

高原的了解不断深入，发现了越来越多值得萃取的文化元素，比如

藏毯里的图文设计、掐丝工艺等。

杨琦兰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大一小两个笔记本，大的那本记录

了她的思考过程，小的则记录着她的灵感源泉。笔记本不同的页

面贴有彩色便签：橘色表示内容有待查证，红色代表隔天关注……

“文化创意就是要多想一些，想得更细一点，或许只要一个细

节不同，普通产品就会变得独具特色。”杨琦兰说，期待青海之美能

通过文创被更多人看到。

远隔千山万水来青海工作，与大陆文化市场愈发繁荣不无关

系。杨琦兰说，十多年前刚到大陆工作时，发现许多人对文创的概

念很模糊，甚至认为就是简单的旅游纪念品。如今不同了，优秀的

文创公司“遍地开花”。

“文化创意的价值不仅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也是传承文化力

量的最佳表现。我相信，大陆文创产业还有很大的市场和人才发

展空间。”杨琦兰说。

偶遇“牦牛先生”
她在高原“贩卖记忆”

（以上均据新华社）

本报记者 张景阳

“动画的魅力就在于，你能不受限制的表达

你的想象力，来讲述故事。”张润华说。而她与动

画电影的故事，要从大学毕业后讲起。

1997年大学毕业时，她赶上了工作包分配的

“末班车”，被分到了西北某省的统计部门。但生性

“自由散漫”的张润华不愿当公务员，她放弃了“铁

饭碗”，一路南下来到改革开放的前哨——深圳。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她邂逅了动

画电影。初到鹏城，电子工程出身的张润华在一

家软件公司干了 3 年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偶然

间，她得知有位香港老板要在深圳大学开设一个

动画培训班，而且还从皮克斯、梦工厂等世界一

流的动画公司请来专家带大家做动画电影。“当

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全 CG（Computer Graphic，计

算机动画）电影到底怎么做，我一听这个东西很

新鲜，觉得挺好玩的，就去了。”

经过 10 个月的培训后，张润华初步掌握了

动画制作技艺，而后便进入了那位香港老板开设

的环球数码创意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数

码），正式开启了动画之路，参与了中国第一部全

CG 电影《魔比斯环》的制作工作。该片被誉为

中国动漫行业的新起点，填补了我国在全三维动

画电影领域的空白。作为该片的一名动画师，从

2000 年到 2005 年，张润华见证了该片从无到有

的过程，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确认了自己的职

业方向。

“动画太有意思了，一个个虚拟角色在我的

电脑中不仅有了行为动作，还有了精神情感，我

们能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角色，创造出属于它

们的故事，这种满足感难以言表。”张润华说。

生性爱自由，放弃“铁饭碗”

工作 5年后，希望“更自由”的张润华离开了

环球数码。她和身处同行业的 6人合伙，于 2005

年在北京组建了自己的 CG 制作团队，满心期待

打造出一部原创动画片。

可大环境却没有提供梦想萌发的“土壤”。

“当时，受众对动画的认知度很有限，没有养成观

看动画电影的习惯，整个影视动画都还没有形成

一定规模。”张润华说，虽然公司没有按照她的

理想去生长，但“活得还可以”。因为随着互联网

技术对游戏产业的革命性提升，我国迎来了游戏

产业对 CG 技术的全面需求。“越来越多的游戏

业务找到我们，公司收入也越来越好。”

可日子越好，张润华反而越纠结，她说：“游

戏外包业务能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每天只是制作

一些‘打杀跑跳’的游戏动作，没有情感和思想，

久了也怪乏味的。”

于是，2009 年，张润华和她的合伙人们决定

把公司卖了。“那时候有些迷茫，我们看不清整个

行业发展的方向。”

2012 年，张润华有幸参与了美国梦工厂的

《驯龙高手》剧集制作，这让她找回了久违的“影

视动画激情”。彼时的机缘巧合，让张润华和她

的团队，又开启了二次创业征程，2013 年 10 月，

大千阳光成立了。

重拾影视初心，开启二次创业

全情投入承接工作，没想到《大圣归来》这么火。

2013 年底，《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找到

老朋友张润华，希望她的团队能承担该片的部分

动画制作工作。“我们承接了该片部分动画、特效

及片尾 15分钟‘终极 BOSS战’制作，约占整片近

30%的制作量。”张润华说。

从名字上看，动画片制作好像是挺文艺的工

作，但其实这是个“高科技的活儿”。“全 CG 电影

完全是艺术与电脑图形图像学结合的新兴产物，

电脑技术在其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部片中，

付出终有回报，团队一役成名

所有画面都是在电脑上制作出来的，包括场景、

动作等等。”张润华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每部

影片的生产过程都会涉及前后 20 多个环节、超

百余名工作人员协同制作，有人负责场景，有人

负责动作，有人负责灯光，有人负责材质，有人负

责声音……最后，呈现出的影片实际上是一个合

成了 20 多个环节的“叠加巨无霸”，每个环节都

是技术性很强的对接。”

“各环节之间的高效联动，特殊的软硬件支

撑环境，大流量数据的快速交互，以及多人多任

务的同步分发管理，再加上影片的特殊播映制式

等等，无不是以科技在实现艺术的呈现，达到最

佳的观影效果。”张润华说。

由于国产动画处于发展期，制作周期通常较

短，导致各环节工作人员常需加班加点赶工期。

在完成《大圣归来》这项任务时，这样的紧迫感加

了一个“更”字。在得知《大圣归来》被定档在

2015 年 1 月时，通宵熬夜、吃住在公司……成了

2014年冬天大千阳光团队上下的常态。

好在，团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所有制作任

务。而后，又传来了好消息，《大圣归来》被调至

2015 年 7 月暑期档。这意味着，影片有了“精雕

细刻”的打磨修改时间。“那时因为团队上下都很

喜欢这个片子，所以大家干得都很起劲。”张润华

说，当时完全没想到，这部片子后来能这么火，也

没想过他们能一战成名。

《大圣归来》之后，大千阳光又先后承接合作

了《年兽大作战》《精灵王座》《半斤八两》《玩偶奇

兵》等影片的制作工作；同时还参与了国内外一

线游戏产品的预告片制作，如《梦幻西游》《大话

西游》《光明大陆》等。

2016年 9月 14日，大千阳光挂牌新三板，并

前后引入了清科岭协、上海湖杉、奥飞娱乐、光线

传媒彩条屋等战略投资者。

在张润华看来，做原创已不再是她追求的唯

一目标。“新互联网+时代，我们不能只沉浸在打

造自我艺术品的世界里，固守一隅，开放共享和

成就他人，才是更大的格局。”张润华说，大千阳

光要做一家“赋能型”公司，为合作伙伴提供“融

创制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在提升和扩大制片

制作生产线规模的同时，大千阳光还增加了“内

容孵化器”的融创功能，使公司能更广泛连接和

服务到更多的产业合作伙伴。

“以前我们总觉得是在给别人干活，只当自

己是在提供制作技术服务。如今我们从投融资

和策划创作开始就参与到项目中，和用户一起开

发立项、制作发行，一同见证影片从无到有的完

整过程，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成就自己。”张润华

说，“与所有合作伙伴共享融创制工业化体系，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我们大千阳光的发展

策略。”

目前，大千阳光在制项目有万达影业明年要

发行的 1部动画电影，以及光线传媒明年要发行

的 2部动画电影。

在采访的最后，张润华眼神真挚而纯粹的对

记者说：“事业所在。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足矣。”

利他即利己，要做“赋能型”公司

大千阳光大千阳光
做照亮中国动画电影的一缕阳光做照亮中国动画电影的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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