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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当‘房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多家文化产业园运营方负责人表示，传统的
产业园区运营痛点主要包括缺乏产业集聚、
收入形式单一、缺乏专业服务能力、与地方
政府联动弱、缺乏产业资源整合能力等。要
想实现园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这
些痛点难点，园区的“综合保障力”，应当成
为助力企业发展的动力。

目前，福州各大文化产业园区正不断修
炼内功，迭代升级。在一家家企业高速成长
壮大的背后，我们看到，园区除了创新服务
体系外，还通过整合技术、产业等资源，积极
为入驻企业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从而产生

“链式”反应，为企业发展装上引擎，增添动
力。

早在 2015年前后，我市深入实施城区产
业“退二进三”“腾笼换鸟”战略，文化创意等新
型服务业态成为重点发展对象，一大批文化产
业园区拔地而起。经过近 10年的发展与积
淀，一些文创园区已成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
产业高效聚集、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载体。

“合理的产业定位，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可以有效避开园区企业发展同质化现象，我
们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产业
发展体系，不断助力提升园区内企业的竞争

力。”大榕树文化创意园运营方、福建瑞坤大
榕树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腾飞
告诉记者，近年来，大榕树不断改革传统园
区运营模式，园区管理从传统物业管理层
面，上升至精细化运营、信息化管理，不断创
新服务体系，不同阶段企业所需的各项服
务，园区都能配套提供，这“一条龙”服务涵
盖了金融、市场对接、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
转换、法律、上市辅导等方面，足以满足企业
全生命周期、多层次、多元化发展需要，为园
区企业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如今园区汇聚信息技术类企业 150多
家，基本呈现饱和状态，可实现年产值约 50
亿元。”陈腾飞说。

福州海峡创意产业园·红坊是福州首批
投用的重点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作为文化创
意产业的孵化器及文化资产投资与管理领
域的专业品牌，以福州的漆器、软木画、淮安
窑等非遗艺术为特色，以海峡创意设计中心
为核心，融入时尚婚庆产业，搭建起“互联
网+艺术设计+时尚生活”的综合平台。

“园区最大的功能是作为创业青年的孵
化器，近年来不断更新升级，构建适合的公
共服务平台，促成园区圈层的联动与互补、
资源共享、利益共赢、强强联合，发挥园区创

意文化的引领作用。”园区运营方、福建红坊
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常辉
说，园区还与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高校达
成产学合作，助力发展。

致力于打造科技创新聚集地的仓山区
互联网小镇里，超 200家数字文化、直播电
商、网络信息安全和网络视听企业集聚，园
区实现年总产值超 100亿元，拥有未来独角
兽企业2家，瞪羚企业6家，省最具成长性企
业 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7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20家。

不断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也得到我市的
高度重视。今年 8月，我市印发了《建设福
州市文创走廊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提出建设特色文创产业集聚式发
展的“一核三廊十四片区”产业布局，明确以

“闽江之心”为核心，打造十四大独具特色的
文创区域，力争至 202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 8%以上，规上文化产业实现
营业收入超2500亿元。

从文创园区到文创走廊，我市将提升城
市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打造文化产业
发展新高地。随着文创走廊的推进建设，文
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企业的壮大，更美好的
未来值得期待。

近期记者走访了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加上
之前的系列科创园区采访，有了一个深刻感受：
园区本身的功能进化，与入驻企业的发展壮大呈
正相关。如果将产业园区比作一个小型生态系
统，那么入驻企业则是其间的绿树，靠着园区的
沃土滋养茁壮成长。壮大后的企业也能反哺园
区，带来可观收益。

产业园区功能的进阶之路，也能很好说明园
区与企业之间是如何共同成长、互相成就，从而
进入良性发展的。

园区功能的第一次进阶，是服务升级。最早的
产业园区，扮演的是“房东”的角色，提供场地，收取
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这种
模式逐渐被淘汰，各产业园区纷纷在服务方面提质
升级，主动为企业发展提供各类服务。如今在各大
产业园区，能看到专门为入驻企业开设的服务中
心，企业所涉法务、金融、工商注册、财税代理、政策
咨询等问题，都能在园区内“一站式”解决。

其次是产业的集聚。成熟的产业园区，各自
形成了鲜明的产业特色，如海峡创意产业园·红
坊侧重文化创意产业，仓山区互联网小镇主攻数
字文化产业和直播电商。产业园区作为一个小
生态，将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集聚在园区，从而
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让园区内的企业互
通有无、取长补短，形成良性合作。集聚完整的
产业链条为入驻企业发展注入资源和动力，这是
园区功能进化的2.0版本。

目前我市正在打造的文创走廊，则是“聚点成
片”，着眼点已跳出产业园区，从更大的地理视角，
整合区域内的文创产业优势，在全市打造十四个
独具特色的文创片区，最终形成产业体系，并构建
起产业侧重、交融复合、连点带面的发展格局。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随着文
创走廊的推进建设，相信更多的文化企业将脱颖
而出、孵育壮大，我们也期待榕城文化产业从“点
上开花”迈向“百花齐放”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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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福州大榕树文化创意园很出名，几万平方米
的园区，近年来已成功孵化出3家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新入选第四届“文化企业十强”的福建畅玩网络有限
公司便是其中之一。畅玩是线上内容营销服务商，从2018
年扎根园区以来，持续深耕互联网流量生态，仅用6年就成
长为福建数字经济生态圈的重要领军企业，年营收近 4亿
元，已被列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福建省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2023年度福建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领域“未
来独角兽”创新企业。

“我们从游戏网站营销起步，并在 2018年开始涉足自
媒体内容营销，经过多年行业深耕，构建了完整的线上内
容营销业务版图，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线上内容营销方
案。”福建畅玩集团董事长刘辉告诉记者，集团业务如今已
涵盖自媒体营销、网站媒体营销、MCN运营、KOL（网红）
孵化及职业教育，业务范围辐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全国主要城市。

在刘辉看来，畅玩当年作为初创企业，选择在大榕树
文化创意园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市有关部门经常关
心我们，园区也创新服务体系，建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科
技创新驿站等，为入驻企业提供精准服务，为初创企业做
大做强提供了充足‘养分’。”刘辉说，成立之初，公司员工
约100人，办公面积约1500平方米。随着业务拓展，员工数
量增加了4倍，办公面积也增加了一倍，除了大榕树的办公
楼，一度还拓展至福州新区仓山功能区等地的产业园，“园
区虽然基本饱和，但当我们需要场地时，他们都积极协调
解决”。不久前，畅玩集团启动了搬迁计划，近日已搬迁至
中能新能源产业园。

入选本届“文化企业十强”的宝宝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在今年搬进仓山区智能产业园前，已在福州海峡创意产业
园·红坊里潜心发展了 10年，成功入选福建省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领域“独角兽”创新企业，市场估值超10亿美元。

作为专注打造儿童数字内容产品的品牌，宝宝巴士累
计服务全球 6亿家庭用户，发布超过 200款APP、3000多集
儿歌动画。“宝宝巴士入驻园区时办公面积约 500平方米，
到搬离园区前，面积已增加到近8000平方米。”福州海峡创
意产业园·红坊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获得福州市第四届“最具潜力文化
企业”称号的朱雀网络，同时也是一家“未来
独角兽”创新企业。

虽然已成为国内一线电竞产品的研发
商与运营商，但眼下，朱雀网络还在积极布局
新赛道，以寻求更大突破。“我们公司与腾讯、B
站、小米均有深度合作，共同搭建电竞平台打
通直播、赛事、IP等全局生态，打造基于年轻群
体的电竞文化品牌，构建全新电竞生态。”朱

雀网络相关负责人孟繁星说。
朱雀网络自创立以来，坚持求新求变，

发展之势可谓迅猛：2015年创立，2019年搬
进仓山区互联网小镇，短短几年一跃成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领域“未来独角兽”企业等，还获得腾讯、小
米、君联、南山等一线资本的多轮投资。

“2021年，我们成为腾讯在福州唯一注
资投资的研发公司，投资资本超亿元。”孟繁

星说，公司积极推动电竞产品出海，产品多
次入选WCA全球电竞大赛，广受东南亚、中
东国家等海外用户好评，“目前我们拥有4项
专利技术，25个知识产权，多款产品获选‘全
国最受欢迎电竞游戏——金翎奖’‘最受期
待电竞游戏’”。

良好的发展势头也离不开园区的支
持。“园区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办公环境，更有
良好的互联网发展生态。今年我们拓展直
播游戏市场，园区的福建直播生态园里就有
现成的主播，帮我们加快了发展节奏。”孟繁
星说。

除了“未来独角兽”企业，作为“新物种”
的“瞪羚”企业发展势头也不可小觑。

今年，位于大榕树文化创意园的灰度科
技成功入选福建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领域

“瞪羚”企业。从300多平方米的场地空间起
步，逐步发展到一层楼面，再壮大到一家创
新型企业……创立 5年来，灰度科技深耕数
字媒体移动营销推广领域，年营收超过5000
万元。“通过园区运营方搭建的桥梁，我们跟
福州金控集团开展合作，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助力。”公司董事长兼CEO陈明富表示，未
来3年，灰度科技的目标是实现营收破亿元，
成为行业内的“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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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福州市第四届“文化企业十强”和“最具潜力文化
企业”评选活动结果出炉，10家企业获评福州“文化企业十
强”，2家企业获评“最具潜力文化企业”。

记者注意到，其中多家上榜企业都孵化于福州本土的
文化产业园。这些企业从“雏凤”时期扎根园区，在各自赛
道努力打拼，短短几年快速成长，跻身“未来独角兽”“瞪羚”
等“新物种”行列，实现凤凰高飞。

福州文化产业园为何能飞出这么多“金凤凰”？近日，
记者走访多家上榜企业以及园区运营方，探寻背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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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凤”汲取养分 稳扎稳打壮大 布局发展新赛道“新物种”接连涌现

园区苦练内功 升级服务体系

互联网小镇组织企业举办福建直播生态园直播电商实训营互联网小镇组织企业举办福建直播生态园直播电商实训营。（。（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产业园区的进阶之路
林玉和

记者手记

互联网小镇互联网小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福州海峡
创意产业园·
红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仓山区移动式
工商行政服务窗口
进 驻 互 联 网 小 镇 。
（受访者供图）

大大榕树文化榕树文化
创意园举办园区重创意园举办园区重
点企业沟通交流点企业沟通交流
会会。（。（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