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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政办发〔2024〕5号

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河东区关于加快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及有关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河东区关于加快文化创意产业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2024年 11月 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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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关于加快文化创意产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提出的“以文化人、以

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重要指示要求，激活文化新质生产

力，有效提升文创产业综合效益和贡献水平，现就加快河东区文

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建设直沽文化繁荣区为目标，以文化创意为引领，深入实

施“文创+”战略，推动文创与科技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聚焦特色

园区、重点项目、头部企业、品牌打造，构建以直沽文化为主导、

工业文化为特色、非遗品牌为支撑、数字科技为依托的文创产业

体系，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龙头文化创意企业，

建成一批各具特色、业态集聚的文化创意园区，打造“直沽根、海

河脉、工业地、烟火味”的海河东岸特质文化品牌。到“十五五”

末（2030年），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之一，产业

体系和市场体系更加完善。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文创+科技”融合发展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

信息化转型，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在文创产业领域深度应用，打造数字新 IP，丰富衍生内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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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利用数字技术塑造区内非遗品牌、文创品牌。重点培育数字

文创创作培训、定制、展出、体验等新业态，建设特色鲜明的数

字文创体验馆，打造完整生态圈，形成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区。

（二）培育壮大“文创+非遗”产业

依托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非遗 IP打造为切入点，通过

市场化手段推出非遗特色作品，集中建设非遗传承工坊，支持企

业开发非遗体验基地。依托博物馆、文化馆举办非遗主题展览和

演出，培育壮大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品牌，发挥品牌带动效应，

提升非遗文化的影响力和市场转化率。支持传统医学非遗项目开

设特色诊所。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非遗项目的支持。

（三）加快发展“文创+工业遗存”产业

依托我区工业遗存，在使用中弘扬工业遗存当代价值，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通过老旧厂房改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出以工

业遗存为载体的展览、研学、演艺、音乐活动、文化体验等新商

业业态。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等高校和专业设计团队，将工业文化

元素和标识融入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打造具有示范性、带

动性和影响力的工业遗存文创产业和品牌，形成棉 3、津一·Park、

飞鸽骑行文创园区等一批有主题、有灵魂、有特色的创意产业园

区。

（四）推动“文创+展会”产业提质增效

举办特色展会活动，打造展会品牌，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围绕非遗、影视、音乐、美术、动漫、游戏、体育、科技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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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行业协会、俱乐部、专业公司、工作室等对接合作，承接

专场发布、专项展览、设计大赛、颁奖盛典、沙龙论坛、体育赛

事等有影响力的活动。加快展会活动与配套服务企业、商业街区、

电商平台等融合发展，激发消费活力。

（五）推动“文创+演艺”产业升级

鼓励将工业遗存、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等改造成为特色演艺

空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剧场和演艺空间建设。发展音乐、相声、

舞台剧、曲艺等演艺产业，支持重大题材艺术创作生产，积极引

进国内外优秀演艺项目，鼓励本土艺术家和团体创新打造原创演

艺产品。培育演艺市场主体，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支持

演出经纪机构健康发展。与高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合作培养演

艺人才。

（六）繁荣发展“文创+音乐”产业

依托天津音乐学院资源优势完善音乐产业体系，推动音乐原

创、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演艺消费。用好当地音乐人才，吸引

一批音乐人才，培养一批音乐人才，支持知名音乐人才在河东设

立工作室。结合区域非遗文化特色推出一批优秀原创音乐作品，

依托二宫、河东体育场等载体重点打造一批极具特色的中小型音

乐场所。建设 1-2个音乐产业主题园区和街区，营造城市音乐文

化氛围，推动夜间经济发展。扩大音乐培训、演艺、创作市场，

储备优秀音乐产业人才。

（七）推动“文创+动漫游戏”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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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惠企政策，引进和培育一批动漫游戏企业，吸引一批人

才扎根河东，推出一批原创动漫游戏精品。鼓励传统文化与漫画

作品结合，引导促进动漫游戏会展平台发展，活跃动漫游戏及

cosplay、二次元等衍生产品消费。鼓励企业承办系列电竞赛事活

动，提升区域电竞文化氛围。加快电竞衍生品市场开发，打造完

整生态圈。鼓励利用河东现存的老旧厂房建设电竞赛事场馆，重

点支持建设或改建可承办国内顶级电竞赛事的专业场馆 1-2个，

打造动漫游戏产业高地。

（八）促进“文创+网络”产业快速发展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文创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发挥新一

代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支持优秀原创网剧、网络文

学、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直播、网络出版等业态的赋能作

用，提升文化创意领域“互联网+”创新发展水平。支持微短剧创作

与拍摄基地项目，支持企业开展微短剧内容创作，重点围绕讲好

文化传承故事、津派文化、城市文明故事以及大众喜爱的题材，

推出优质原创作品。支持微短剧制作企业入驻，探索在立项备案、

内容审查、行政审批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为作品的快速上线提

供有力保障，形成微短剧产业特色。

（九）推动“文创+研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以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为根本目的，依托直沽文化、工业文

化、红色文化、漕运文化、妈祖文化等资源和综合实践基地、科

研机构、老旧厂房、科普基地等载体，开发一批育人效果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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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活动课程，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建设

具有良好示范带动作用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用好研学政策

措施，发挥研学资源作用。发展银发研学，引导老年人参加形式

丰富、内涵深刻的研学活动，丰富老年生活，为我区高质量发展

贡献银发力量。

（十）加大文创产品开发力度

提升文创产品设计水平，依托河东文化资源，联合具有设计

优势的高校和企业，围绕文化 IP，开发“河东礼物”，推出具有河

东特色的文创伴手礼，延伸文创产业链。鼓励开设 2-3家综合性

的文创产品商店。举办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和文创产品展览，激发

各类主体积极性，提升文创品牌影响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资金引导，强化金融赋能

加快设立文创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撬动放大效应，通过

基金赋能文创产业快速发展，吸引更多企业落户、投资河东。鼓

励引导银行建立快速服务机制和便捷融资渠道，常态化服务文创

企业，为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二）加强惠企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健全专业服务体系，建立快速审批绿色通道。依托河东区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办公室与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委

会签署《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合作计划》，用好北京朝阳国家文

化产业创新实验区资源，加强对文创企业扶持与推广，积极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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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宣传方面提供支持。加强对文创企业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保

护。提升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水平，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三）加强政策支持，集聚高层次产业人才

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人才的相关政策，吸引一批文创

人才到河东。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设立大学生文化创

意产业“筑梦空间”，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创企业联合共建人

才实训基地，鼓励文创企业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技术要素入

股等方式加大对骨干人才的激励力度。

（四）加强场景打造，拓展城市公共空间

依托海河东岸，打造 citywalk打卡路线，丰富拓展“海河东岸

漫游径”，探索“创意+低空经济”新模式。依托万爱、金茂汇、嘉

里汇等商圈，打造城市文创空间。在博物馆、文化馆中设置文创

展示区，创新“文物+演艺+文创”模式。在地铁站、公园等公共空

间中融入创意元素，弘扬城市精神、传播正能量。

（五）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实落地

支持利用工业厂房、楼宇、商业街、综合体等兴办重点文化

创意产业项目，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剧场、博物馆、展览馆、

美术馆、文化创意园区等，给予用地、载体资源等支持。对具有

行业引领效应的企业和重点支持的平台项目，给予相关支持引导。

附件：加快河东区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责任清单



- 8 -

附件

加快河东区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责任清单

序号 任务举措 量化清单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推进“文创

+科技”融

合发展

1
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文创产业

领域深度应用，打造数字新 IP，丰富衍生内容产品。

区文创办

区科技局

区数据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直沽印象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2 支持利用数字技术塑造区内非遗品牌、文创品牌。

3
重点培育数字文创创作培训、定制、展出、体验等新业态，建设

特色鲜明的数字文创体验馆，打造完整生态圈，形成数字文创产

业集聚区。

2

培育壮大

“文创+非

遗”产业

4

依托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非遗 IP打造为切入点，通过市

场化手段推出非遗特色作品，集中建设非遗传承工坊，支持企业

开发非遗体验基地。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区体育局

区卫生健康委

直沽印象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5

依托博物馆、文化馆举办非遗主题展览和演出，培育壮大具有地

方特色的非遗品牌，发挥品牌带动效应，提升非遗文化的影响力

和市场转化率。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委宣传部

区文创办

6 支持传统医学非遗项目开设特色诊所。 区卫生健康委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7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非遗项目的支持。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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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快发展

“文创+工

业遗存”产

业

8
依托我区工业遗存，在使用中弘扬工业遗存当代价值，延续城市

历史文脉。

区文创办

区委宣传部

区文化和旅游局

9
通过老旧厂房改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出以工业遗存为载体的

展览、研学、演艺、音乐活动、文化体验等新商业业态。

区发展改革委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教育局

区商务局

区住房建设委

10

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等高校和专业设计团队，将工业文化元素和标

识融入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打造具有示范性、带动性和影

响力的工业遗存文创产业和品牌，形成棉 3、津一·Park、飞鸽骑

行文创园区等一批有主题、有灵魂、有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

区文化和旅游局

4

推动“文创

+展会”产

业提质增效

11
举办特色展会活动，打造展会品牌，提升区域性展会汇聚能力，

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区文创办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体育局

区商务局

12

围绕非遗、影视、音乐、美术、动漫、游戏、体育、科技等领域，

加强与行业协会、俱乐部、专业公司、工作室等对接合作，承接

专场发布、专项展览、设计大赛、颁奖盛典、沙龙论坛、体育赛

事等有影响力的活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体育局

区商务局

直沽印象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13
加快展会活动与配套服务企业、商业街区、电商平台等融合发展，

激发消费活力。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体育局

区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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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动“文创

+演艺”产

业升级

14
鼓励将工业遗存、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等改造成为特色演艺空

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剧场和演艺空间建设。
区文创办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商务局

区住房建设委

15

发展音乐、相声、舞台剧、曲艺等演艺产业，支持重大题材艺术

创作生产，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演艺项目，鼓励本土艺术家和团

体创新打造原创演艺产品。

区文创办

区委宣传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联

16 培育演艺市场主体，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区财政局

17 支持演出经纪机构健康发展。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18 与高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合作培养演艺人才。 区文创办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联

6

繁荣发展

“文创+音

乐”产业

19
依托天津音乐学院资源优势完善音乐产业体系，推动音乐原创、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演艺消费。
区文创办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人社局

区商务局

20
结合区域非遗文化特色推出一批优秀原创音乐作品，依托二宫、

河东体育场等载体重点打造一批极具特色的中小型音乐场所。
区文创办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体育局

21
建设 1-2个音乐产业主题园区和街区，营造城市音乐文化氛围，

推动夜间经济发展。
区文创办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商务局

22 扩大音乐培训、演艺、创作市场，储备优秀音乐产业人才。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人社局

区文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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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动“文创

+动漫游

戏”产业振

兴

23
创新惠企政策，引进和培育一批动漫游戏企业，吸引一批人才扎

根河东，推出一批原创动漫游戏精品。

区文创办

区投资促进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委组织部

区财政局

24
鼓励传统文化与漫画作品结合，引导促进动漫游戏会展平台发

展，活跃动漫游戏及 cosplay、二次元等衍生产品消费。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商务局

25 鼓励企业承办系列电竞赛事活动，提升区域电竞文化氛围。 区文化和旅游局

26 加快电竞衍生品市场开发，打造完整生态圈。 区文化和旅游局

27
鼓励利用河东现存的老旧厂房建设电竞赛事场馆，重点支持建设

或改建可承办国内顶级电竞赛事的专业场馆 1-2个，打造动漫游
戏产业高地。

区发展改革委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住房建设委

8

促进“文创

+网络”产

业快速发展

28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文创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发挥新一代信

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支持优秀原创网剧、网络文学、

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直播、网络出版等业态的赋能作用，

提升文化创意领域“互联网+”创新发展水平。

区文创办

区科技局

区数据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委网信办

29
支持微短剧创作与拍摄基地项目，支持企业开展微短剧内容创

作，重点围绕讲好文化传承故事、津派文化、城市文明故事以及

大众喜爱的题材，推出优质原创作品。

区委宣传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人社局

春华街道办事处

30
支持微短剧制作企业入驻，探索在立项备案、内容审查、行政审

批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为作品的快速上线提供有力保障，形成

微短剧产业特色。

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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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推动“文创

+研学”产

业健康快速

发展

31

以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为根本目的，依托直沽文化、工业文化、

红色文化、漕运文化、妈祖文化等资源和综合实践基地、科研机

构、老旧厂房、科普基地等载体，开发一批育人效果突出的研学

旅行活动课程，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建设具有

良好示范带动作用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

区文创办

区教育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科技局

区科协

32 用好研学政策措施，发挥研学资源作用。 区教育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财政局

33
发展银发研学，引导老年人参加形式丰富、内涵深刻的研学活动，

丰富老年生活，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区民政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10
加大文创产

品开发力度

34

提升文创产品设计水平，依托河东文化资源，联合具有设计优势

的高校和企业，围绕文化 IP，开发“河东礼物”，推出具有河东特

色的文创伴手礼，延伸文创产业链。
区文创办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商务局

直沽印象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35
鼓励开设 2-3家综合性的文创产品商店。举办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和文创产品展览，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提升文创品牌影响力。

团区委

直沽印象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11

加强资金引

导，强化金

融赋能

36
加快设立文创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撬动放大效应，通过基金

赋能文创产业快速发展，吸引更多企业落户、投资河东。
区文创办

区财政局

区国资委

37
鼓励引导银行建立快速服务机制和便捷融资渠道，常态化服务文

创企业，为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区财政局 区文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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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强惠企服

务，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

38 健全专业服务体系，建立快速审批绿色通道。 区政务服务办

区文创办

区委宣传部

区市场监管局

39

依托河东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办公室与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管委会签署《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合作计划》，用

好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资源，加强对文创企业扶持

与推广，积极在品牌宣传方面提供支持。

区文创办 区财政局

40 加强对文创企业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保护。 区市场监管局
区文创办

区委宣传部

41 提升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水平，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13

加强政策支

持，集聚高

层次产业人

才

42
贯彻落实河东区委、区政府关于人才的相关政策，吸引一批文创

人才到河东。
区文创办

区委组织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人社局

43

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设立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筑梦
空间”，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创企业联合共建人才实训基地，
鼓励文创企业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技术要素入股等方式加大

对骨干人才的激励力度。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人社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委组织部

区文化和旅游局

14

加强场景打

造，拓展城

市公共空间

44
依托海河东岸，打造 citywalk打卡路线，丰富拓展“海河东岸漫

游径”，探索“创意+低空经济”新模式。
区商务局

区委宣传部

区文创办

交警河东支队

直沽印象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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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场景打

造，拓展城

市公共空间

45 依托万爱、金茂汇、嘉里汇等商圈，打造城市文创空间。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46
在博物馆、文化馆中设置文创展示区，创新“文物+演艺+文创”

模式。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创办

47
在地铁站、公园等公共空间中融入创意元素，弘扬城市精神、传

播正能量。
区委宣传部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城市管理委

区文创办

15

加强要素保

障，推动项

目落实落地

48

支持利用工业厂房、楼宇、商业街、综合体等兴办重点文化创意

产业项目，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剧场、博物馆、展览馆、美术

馆、文化创意园区等，给予用地、载体资源等支持。 区文创办

区发展改革委

区投资促进局

区商务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市规划资源局河

东分局

49
对具有行业引领效应的企业和重点支持的平台项目，给予相关支

持引导。

区投资促进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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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区纪委监委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武装部，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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