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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南海，频频以各类

文化文艺盛事“上大分”，引起

了社会的关注。

以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为

例，南海三天接待游客67.15
万人，一日游55.28万人。其

中，千灯湖音乐秀场首秀的

AYO音乐节吸引超过2万人入

场，90%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70%以上来自佛山以外观众。

演艺、影视等文化文艺活

动，是南海宣传文化战线找到

的出圈钥匙和流量密码。

今年初，南海区委提出打

造湾区演艺新高地的目标，并

把人文经济作为新一轮发展的

突破口，率先在大湾区探索文

化与经济交融共兴的实现路

径。同时，南海提出构建

“313”文旅商贸产业集群，其

中影视和演艺就是要重点打造

的两大特色产业。

今年以来，南海更是好戏

连台，精彩不断。

8月19日，南海发布《南海

区打造湾区演艺新高地行动计划

（2024年-2026年）》，明确打造

演艺消费三大核心区，推出10个
演艺品牌项目，打造超190万平

方米演艺运营空间等目标。

支持影视演艺产业发展，

是南海打造现代化活力之城的

重要举措。

方华刚表示，南海身处粤

港澳大湾区腹地，更是影视产

业高质量发展福地。未来，南

海将以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引领，推动文化产业繁荣、人文

经济昌盛，努力让更多的影视

人才在南海汇聚，让更多的影

视企业在南海成长，让更多的

影视精品在南海创造。

南海有足够多的素材，可以

供影视创作。我们希望，更多海

内外影视界精英和广大影视爱

好者，走近南海、体验南海、创作

南海，期待着在银幕与大小屏上

绽放更多南海的璀璨光影。

南海举行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大会

打造南方影视中心核心区

珠江时报讯 记者招倩如

报道 9月20日，佛山市政府

举行“佛山市企业家日”和“佛

山市人才日”新闻发布会，市

委组织部、市科学技术局、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

商业联合会等介绍了佛山市

在人才发展和企业家支持方

面的最新动态和未来规划。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文

勇介绍，近年来，佛山市积极

推进人才强市战略，依托本地

产业，强化企业在人才引入和

技术研发方面的主体作用，通

过举办各类人才活动，吸引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

团队，持续推动佛山高质量发

展。

据悉，2024年佛山市企

业家日和人才日活动将举办1
场主场活动、12场专场活动

及多个配套活动。其中，佛山

人才发展大会暨第三届佛山

论坛将作为重要环节，会上将

发布佛山人才宣传片、制造业

专家调研成果视频，推动人才

与企业深度融合。

佛山还将举办各类人才

交流活动，面向不同对象举办

多形式、多场景、多领域的人

才系列活动。

举办敬才系列活动。分

领域召开系列人才座谈会，表

达关心问候，听取发展意见建

议。

举办引才系列活动。将

举办2024年“佛聘行动”之京

佛人才招聘活动、香港青年佛

山行、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对接

大会及人才夜市等活动。

举办人才赛事活动，将举

办2024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路演大赛和佛山市第二届高

价值专利成果转移转化大赛，

以赛事为媒，吸引人才团队和

科创项目集聚佛山。

举办人才联谊活动，例如

佛山人才之夜、三龙湾人才音

乐会等，以搭建人才交流平

台，扩大人才朋友圈。

另外，五区配套人才活动

同频开展，各区将与市紧密联

动，同向发力。其中，南海区

将举办“鲲鹏人才节”。市区

联动，在全市营造真心爱才、

细心聚才、精心引才、精心用

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进一步提升人才工作

服务水平，佛山市推出了佛山

人才码、“人才佛山”微信公众

号，实现“服务信息一码掌握、

优惠福利一码直享、人才活动

一码参与”。目前，已入驻商

家超80家，体验试用超过10

万人次。

接下来，佛山市将继续通

过完善政策体系、优化人才服

务环境，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

扎根佛山，为本地创新创业提

供强劲智力支持。市科学技

术局副局长李谦表示，佛山市

计划新培育认定10家概念验

证中心和40家中试平台，以

加速优秀中试项目的产业化。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卢岭介绍了人才培

育和招才引智方面的亮点和

举措。佛山市通过技工院校

发展重点项目和专业，以及职

业技能认定和职称评审工作，

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佛山举行“企业家日”和“人才日”活动新闻发布会

聚才引智为高质量发展添活力

如何让南海故事、南海风景、南海文化，更多地出

现在银幕、荧屏、微短剧中？

9月20日，南海举行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大

会，以真金白银投入，真情实感邀约，硬举措打造影视

剧中的南海。

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华刚表示，南海将

通过更有吸引力的政策、更有承载力的空间、更有号

召力的作品、更有影响力的活动、更有创新力的产业，

以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动文化产业繁荣、

人文经济昌盛，努力让更多的影视人才在南海汇聚，

让更多的影视企业在南海成长，让更多的影视精品在

南海创造。

南海与影视颇有渊源。

佛山两大影视基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

海影视城、西樵山国艺影视

城均在南海。经过近年的

发展和积累，产业链集聚态

势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大

片、好剧在这里诞生。

截至目前，南海区共有

电影院50家。去年全年票

房收入2.42亿元。南海区

还参与或承办了金鸡百花

电影节、大湾区功夫电影周

等影视领域的重要活动。

南海区现注册的影视

相关企业达892家。产业

结构完整，产业链条日益

完善，从内容创作、影视拍

摄、经纪代理、后期特效、

人工智能等一应俱全，市

场活跃度越来越高。近年

成功引入广东博纳影业文

化传媒、易动文化传媒、中

视传媒等 20余家龙头企

业落户。

正是这样的市场氛围

和环境下，南海成了一个适

合“出片”的地方。

近两年，由政府部门、

企业主导以及在南海本地

取景拍摄的电影、电视剧、

微短剧、纪录片等超 200
部，涵盖了不同类型的题材

和风格，既融入了本土优秀

的传统文化，又体现了南海

拼搏进取、包容并蓄的人文

精神。

比如，《五个划水少年》

《雄狮少年》系列、《发现九

江》《扒龙船》《平洲玉匠》

等，均由政府出品或参与投

资。而企业出品及主导拍

摄的作品有40余部，包括

《雄狮少年》《高桩狮妹》等，

充分展示南海浓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

南海“天生丽质”，又

“腹有诗书”，因此也很“上

镜”。在南海取景的剧目超

150部，每一部剧都足以体

现南海魅力。

耳熟能详的电影《热辣

滚烫》，推动全区美食文化

和旅游等领域深度融合；央

视热播的《珠江人家》、今年

上线爱奇艺的《明天的少

年》、TVB电视剧《一舞倾

城》等均赢得广泛好评；电

视剧《星辰大海》、电影《九

龙寨城》等，南海的土地上，

可以说每天都在“演”，每时

每刻都在“拍”。

影视产业是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

染小的文化产业。在国内，近

年来，厦门、杭州、郑州及青岛等

先后出台了促进微短剧发展的

政策措施。

“我们期待，把南海打造为

南方影视中心核心区，建设湾

区影视产业集聚区。”方华刚谈

到。打造南方影视中心核心

区，南海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政策更有吸引力。南

海提出，在佛山相继出台《佛山

市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佛山市文艺精品专项扶持

实施意见》《佛山市扶持网络微

短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政

策的基础上，南海将进一步修

订完善文旅体产业扶持政策，

对于专门推介南海、有较大影

响力的影视项目，进行个性化、

精准化投资参与或扶持。

——空间更有承载力。会

上，南海发布40个区级特色取

景点。未来将继续做大做强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影视城、西

樵山国艺影视城两大影视基地

和霏梵印象园网络视听创作基

地等取景点，不断完善场地、演

员、道具到后期制作的一站式服

务，吸引更多影视产业资源汇聚。

——作品更有号召力。依

托南海自然人文美景、岭南文

化风情、现代都市气息等资源

禀赋优势，结合龙舟、醒狮、武

术、桑园围等南海特有文化IP，
吸引更多影视导演、明星来南

海创作、拍摄，推出一系列叫好

又叫座的影视精品。同时鼓励

本土团队在地创作，加强校地

合作，增加本土企业影视项目

立项数，出品《驭龙前行》等一批

展现南海元素的影视精品。

——活动更有影响力。现

场，“发现新南海”短视频创作大

赛启动仪式举行。面向全国征

集展现南海城市人文风貌的优

秀短视频作品，希望通过举办一

系列影视文化活动，联动功夫电

影周、华韵视听大会等品牌活动，

搭建高质量的影视交流平台。

——产业更有创新力。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资源汇

聚南海。现场，美思集团、万国

影业、佛山市微剧文化有限公

司、佛山易动文化有限公司等4
个正在创作阶段的代表性项目

进行了路演。南海还对一批区

影视产业项目举行了集中签约

仪式。接下来，南海将不断完

善服务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间的互动交流，为广大

影视企业、机构、团队及影视爱

好者，打卡南海、投资南海、扎根

南海提供最好服务、最强配套

和最佳保障。

让更多影视精品在南海创造

打造南方影视中心核心区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婷

“天生丽质”
人文南海很“上镜”

（上接A01版）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75年来，我国

金融业不断增强服务能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服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坚定不移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资金总量持续增加。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显示，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从

2014年的81.43万亿元攀升至2024年8月
的近250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

资金结构持续优化。围绕国家经济发展

目标，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金融业不断优化

资金投向。2019年以来，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增长近 3倍，绿色贷款余额居全球前列。

2021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平均增速达到30%以上。近年来，新上市企

业中科技创新类占比超过70%。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

服务需求。

新中国成立75年来，金融业坚持以民为

本、服务民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需求

的变化，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

全国银行机构网点覆盖97.9%的乡镇，基本

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家家有账户；大

病保险覆盖12.2亿城乡居民；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超32万亿元，授信户数覆盖超三分之一

经营主体……

——及时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钱币博物馆里，

馆藏着一张特殊存单——“整存整取折实储蓄

存单”。这张斑驳的存单，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面对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中国人民银

行通过开办折实储蓄，把货币折成以实物为单

位来存取，稳定金融与物价的成功探索。

守住风险底线，是一切金融工作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中，面对

高通胀风险、汇率风险、债务风险、银行体系风

险等诸多风险，我国有效防范、及时识别、积极

应对，有效维护了经济社会稳定问题。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统筹金融发展和安全，坚决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对重大金融风险

精准拆弹，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面临的风

险隐患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正在持续有效防

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

领域风险。

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持续推进
来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

数据显示，今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

中的占比达4.69%，稳居全球第四大支付货

币的地位，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人民币

国际地位的提升，离不开我国推动金融高水平

开放的持续努力。

回顾我国金融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

历程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始终是金融业突破重

点难点、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

以改革激活力促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果断推动大型商业银

行股份制改革，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在沪、港两

地上市，银行业面貌焕然一新。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引导金融资源更

多流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难题；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等资本市场制

度变革，为科创企业提供良好融资环境……坚

持问题导向，瞄准重点领域，坚持以改革解决

不同时期金融发展面临的难题。

以改革强监管防风险——

2023年5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正式挂牌，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迈出

重要一步。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

监管模式，到“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从2017年
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到2023年
启动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以改革理顺体

制机制、提升监管效率，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

“铁篱笆”不断扎紧，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以开放促竞争促繁荣——

今年5月9日，万事网联信息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开业，成为在我国开业的第

二家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

开放，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启

动沪深港通、沪伦通、内地与香港债券通、互换

通，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

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企业征信、评级、支

付等领域给予外资机构国民待遇……近年来，

我国金融业开放不断深化，金融业在不断扩大

开放中持续提升自身竞争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业将持续为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

优化政策

发挥优势

■6月3日，南海叠滘龙船漂移纪录片《五个划水的少年》全网上线。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刘贝娜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影视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