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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龙华新闻记者
金璐 通讯员 胡雨涵/文 记
者 陈建华/图）5 月 26 日下

午，以“‘5+’赋能微短剧 文

化打造‘微’生态”为主题的

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锦绣科

学园分会场，以展会融合、见

微知著的创新形式开展系列

活动。

本届文博会锦绣分会场

以国家广电总局倡导的微短

剧 5+赋能方式，打通产业链

上下游、文化IP与科技场景的

深度耦合，为文旅、品牌、科

普、非遗、AI等行业注入“微”

力量。开幕式现场，锦绣科学

园与尚觉文化传媒、钤山堂艺

术品、智动未来、御品膏方、宝

丽健康、西马龙科技等园区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体

现了锦绣科学园分会

场“以会促产”的文

化商业价值。

在主题分享环

节，慧动集团副总

裁林启文发布了

《2025 年微短剧市

场数据与内容趋势

洞察》，并与微短剧

企业负责人、虚拟制作

指导、广告导演等组成四

方圆桌，多维度解构虚拟制

作与影视基地在微短剧领域

的创新实践，为产业升级提

供思想引擎。

展会现场，100 幅精品海

报全景呈现“微文旅+”“微品

牌+”“微科普+”“微非遗+”

“微AI+”等五大场景，题材丰

富、形式新颖的微短剧作品

也在锦绣科学园内各屏循环

展映。园区创新打造的“格

莱美红毯艺术拍摄区”“绿幕

AR奇幻空间拍摄区”等互动

场景，让现场观展嘉宾争相

体验微短剧的创意生产流

程，感受“人人都是创作者”

的惬意氛围。

现场20家微短剧产业链

企业与数字文化品牌齐聚创

意市集，端午非遗游园会也

同步开启，让传统非遗基因

与AI科技浪潮在此碰撞出璀

璨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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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龙华新闻记者 金
璐 文/图）5 月 23 日，以“影像浪

潮·时代进程”为主题的 2025 国

际影像文化周（中国·深圳）圆满

落幕。本届国际影像文化周由龙

华区企业深圳市乐其创新股份有

限公司、乐其 SmallRig 影像发展

基金、中国公益映像节联合主办，

涵盖全球影像场景产业论坛、斯

莫格公益影像奖颁奖盛典，以及

公益影像海报展、公益影像创投

会和影像大师课等公众影像体验

活动共三大板块。

活动现场揭晓了 22 个斯莫

格公益影像奖，其中包括12个铜

奖、5个银奖、2个金奖、年度主题

大奖、年度感动大奖及年度致敬

奖，以影像力量展现全球公益议

题的多元表达。活动还同步举办

了斯莫格公益影像海报展，展览

汇集来自斯莫格奖入围作品的精

选海报，通过视觉语言将扶危济

困、社会和谐、守望相助、妇女儿

童发展、人文关怀、生态文明、动

物保护等议题浓缩于方寸之间，

构建起一场跨越文化与语言的文

明对话。

此次获奖影片均由奥斯卡最

佳纪录短片奖获得者杨紫烨领衔

的国际评审团，从 120 个国家和

地区的3891部作品中选出。

作 为“2025 国 际 影 像 文 化

周”的核心板块，颁奖盛典之后的

“善有引力：对话公益影像”全球

圆桌对话环节中，奥斯卡金像奖

评委杨紫烨、世界游牧影展发起

人顾桃、德国电影奖最佳纪录片

奖获得者Uli Gaulke等，分别以

“公益影像的叙事与张力”“改变，

始于看见：公益影像的可能性”为

主题，探讨真实如何撼动现实、公

益影像如何撬动社会杠杆。

文化周的另一核心活动——

SmallRig全球影像场景产业论坛

则聚集索尼、尼康、vivo、雷克沙

等产业链代表及百余位行业领

袖、摄影师、学者，围绕技术革

新与生态协同展开讨论，深度解

构影像场景产业生态链，并提出

以“科技与影像、共创与影像、

内容与影像”三大核心维度，搭

建全产业生态对话平台。论坛

现场，尼康、雷克沙、斯莫格等

全球影像产业品牌联合宣布启

动“2025 全球影像场景研究计

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深度解析

影像场景与人类生活的共生关

系，探索技术革新与用户需求的

动态平衡，为全球影像产业注入

新动能。

2025国际影像文化周（中国·深圳）圆满落幕

22个作品获斯莫格公益影像奖
文博会锦绣科学园分会场

微短剧成果显著引关注

青少年体验格莱美红毯艺术拍摄。市民参观斯莫格公益影像海报展。

5 月 26 日，第二十一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以下简称“文博会”）在深圳国际

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

汇 聚 全 球 65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6280 家参展机构，展出文化产品

超12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

融资项目在现场展示与交易。主

会场、分会场、各相关活动点总参

与人次达 220 多万，主要指标较

上届均大幅度增长。

本届文博会紧紧围绕探索

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重点突出博览和交易功能，不

断 提 升 国 际 化 、市 场 化 、专 业

化、数字化水平，持续激发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重点打造“七个

超级平台”。这场为期五天的

文化盛宴，既是中国文化产业

蓬勃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的窗口，在全球文

化产业版图中标注出更加璀璨

的中国坐标。

交易规模再创新高

“交易力”就是生命力，也是

文博会不断提升、不断发展、源源

不竭的强大动力源泉。作为中国

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

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

以“超级平台”之力，将文化流量

变现为经济增量，推动文化资源

转化为发展动能。

“开展仅 6 小时，就卖了近

200 杯 咖 啡 ，销 售 额 接 近 3000

元。”上海氦豚机器人科技公司创

始人韩兆林今年带着升级的咖啡

机器人再次亮相文博会，开展三

日，已累计收获来自国内及美国、

伊朗、哈萨克斯坦的多笔海外大

单。凭借广泛影响力和行业专业

度，文博会不断推动文化资源与

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已成为品

牌价值的“超级扬声器”。

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会创新

推出的文化产业招商大会今年连

续举办了两天，实现了数量的倍

增扩容、质量和结构的能级跃

升。在5月25日举行的文博会文

化产业招商会暨合作签约仪式

上，共有河北省、云南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等共计 24 家政府组

团、企业现场推介，推介项目数达

35 个，现场签约项目达 41 个，总

成交额再创新高。

新质生产力激发产业变革

近年来，文化与科技的深度

融合成为文博会上的核心亮点，

这种融合不仅激活了传统文化的

现代表达力，还催生了数字文博、

云演艺等新业态，推动文化产业

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今年文博会上，科技以前所

未有的姿态拥抱文化，首次设立

的人工智能展区，吸引了60余家

人工智能领域“常青顶流”企业和

“破圈新秀”企业参展，覆盖具身

机器人、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前

沿领域，集中呈现企业的硬核创

新力。“第一次在线下看到这么多

先进的机器人‘天团’，对我们来

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人工智能

专业大四学生周子琪说道。

文化引领科技创新，科技赋

能文化发展。以科技赋能文化，

不仅能促进文化产业形态、内容

和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有助于

提高文化创新的效率、广度和深

度。文博会正不断以科技创新重

塑文化表达，助力中国文化以更

年轻、国际化的方式传播，增强全

球文化影响力。

国际化“朋友圈”扩容

文博会始终是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本届文博

会国际化“朋友圈”不断扩展，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参展数量、全

球合作机构、参展产品品类均创

历史之最。

65个参展国家和地区中，超50

个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波兰、奥地

利、罗马尼亚、俄罗斯、巴西、阿根

廷、沙特阿拉伯、尼泊尔、韩国、泰

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加纳、乌干达

等国家纷纷携特色文化精品亮相。

文化消费再添“新意”

年销量突破百万件国家博物

馆“凤冠”冰箱贴、三星堆青铜面

具书签、长信宫灯文创冰淇淋、全

国大师工艺美术精品⋯⋯本届文

博会通过丰富的展品和体验项

目，激发了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展会精心设置多个特色专题

展区，全面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创产品、游戏电竞、潮玩文化等

多元领域，全方位推动文化、旅游、

体育等领域的消费潜力充分释

放。观众在展区可以与产品设计

（研发）师面对面交流，了解产品设

计制作背后的故事以及文化历史

背景，满足人们对于知识、情感的

互动需求。 据《深圳特区报》

文化科技融合加速 创新驱动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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