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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匠心设计

大漆潮玩漂流兔

（报送单位：厦门漆宝斋漆艺传习中心）

潮玩智能鱼缸

（报送单位：中版信达（厦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骑龙玉观音

（报送单位：厦门凌云玉石有限公司）

敦煌水仙礼盒

（报送单位：厦门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冬藏暖·古厝红妆茶具

（报送单位：厦门航空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三星堆·快客杯

（报送单位：厦门万仟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玩木砖家玲珑柜

（报送单位：厦门美城广告有限公司）

“沙坡尾制造”文创礼盒

（报送单位：厦门沙坡渔港文化创意投资有限公司）

四大奖项出炉 见证十年成长
第十届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颁奖在集美举行

本报讯（记者龚小莞）5月31日，
第十届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颁
奖仪式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举行，8
位个人、10家企业、10项活动、8款产
品分别获得年度人物、年度企业、年
度创意品牌活动、年度匠心设计四大
奖项。

2013年，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
榜评选活动由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携手厦门日报
社共同发起，每年一届，十年来从未
间断。每届均总结梳理上一年度的厦

门文化产业发展脉络，发布厦门文化
产业大事记，评选厦门文化产业风云
人物、优秀企业和创新产品，持续为
产业发展树立榜样，鼓励新成就、引
导新方向。

本届风云榜较为全面地概括与
展现了过去一年厦门文化产业发展
的历程与亮点。

活动当天，现场设立了风云榜10
周年主题展，并以“鎏金岁月 共鉴光
辉”为主题，通过视频、音乐、朗诵等
多种形式，回顾了厦门文化产业风云

榜设立十年来的辉煌成绩。十年来，
厦门文化产业硕果累累，2022年实现
营收2017.9亿元，增加值占全市GDP
的比重超过5%，成为厦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助力厦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厦门市文化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还在活动现场发放《厦门市
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和《厦门市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汇编手册，
并提供政策咨询、解答等服务。

第十届厦门文化产业年度风云榜榜单

年度人物

卢珊
厦门梦加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刘建辉
厦门第二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多想云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吴敏婕(意公子)

厦门意外境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陈辉

厦门恒业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飞

陈飞（厦门）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
黄国华

厦门一品威客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黄卓勤

厦门普普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潘文飞

厦门点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兼总经理

年度企业

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

厦门一品威客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飞鱼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红顶文化旅游（厦门）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十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齐物社研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成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鼎立中和（厦门）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年度创意品牌活动

“100个厦门人”系列视频策划
（报送单位：厦门优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通丝路印象侨乡”
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第三季）

国际展览交流活动
（报送单位：厦门市珑钰瀛寰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CBC街舞冠军赛事
（报送单位：厦门普普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岛屿重回计划”系列活动
（报送单位：厦门鼓浪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星开运巨虎迎新”文化主题巡展
（报送单位：厦门元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22“星影力”影视课堂进校园
（报送单位：厦门市天下恒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小马星球亲子互动季
（报送单位：厦门第二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集美区杏林街道发展历程新闻图片展

（报送单位：杏林街道党工委、杏林街道办事处）

“未来·剧场”闽南大戏院跨界艺术论坛
（报送单位：厦门闽南大戏院管理有限公司）

第五届马戏春晚
（报送单位：厦门灵玲演艺有限公司）

两岸大学生摄影赛
用作品表现文化认同
本报讯（记者 陈满意 通讯员 林志杰

王明瀚）昨天上午，2022集美·两岸大学
生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暨2023集美·两
岸大学生摄影作品征集启动仪式在维纳
数字艺术产业园举行，共展出80幅作品，
展览将持续至6月11日。

此次大赛于去年5月在澳门科技大
学启动，共收到全国各地及国外共181所
高校的8200余幅（组）参赛作品。展出的
80幅作品是从参赛作品中精心挑选的，
表现手法创新，立意新颖，色彩灵动，各
具特色。

华侨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邹文兵介绍，本次大赛来自台湾、香港、
澳门高校的学生作品表现非常抢眼，例如
来自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张名桓的《两岸水
为桥》、澳门科技大学丛紫轩的《炮台上的
和平鸽》、台湾东海大学陈俊廷的《牛家
莊》等，这些作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聚焦当下城市的新变化，作者通过作品来
表现对国家文化认同。

“无论是台湾的山水风光，还是大陆
的历史古迹，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感受到
两岸人民的共同血脉和情感纽带。”来自
中国台湾、就读于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的李伸宇同学说。

集美·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自2021
年创设以来，投稿数量、比赛规模以及关
注度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逐步增强，推
动海峡两岸学子交流互动。

《诗歌里的光阴》
诗性解读久远的人和事

■师生们身穿汉服朗诵《寻找桃花源》。

本报讯（文/图记者陈满意通讯员王
明瀚）近日，第143期集美文艺讲堂在厦
门工学院举行。厦门工学院教师、作家董
鸣鹤分享新书《诗歌里的光阴》创作心得。

《诗歌里的光阴》是一部关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诗性散文集。该书以诗性思维与
语言来解读古代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节
日、诗人等，共四章二十三篇。“桃花暖眼，
暖心，眼里，心中只剩下一朵朵桃花了
……”现场，厦门工学院的师生们身穿汉
服，声情并茂地朗诵书中的章节《寻找桃
花源》。

董鸣鹤说，《诗歌里的光阴》前后写了
六七年，断断续续进行。写作过程中最难
的是查找原始资料，追根溯源，为此他翻
阅了大量的古籍和传统文化著作。在写
《永远的端午节》一章时，经常查资料查到
深更半夜。

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评价
此书时说，董鸣鹤敞开自己，沉浸在大自
然的诗情画意中，沉浸在古诗词的诗情画
意中，只有自己通向世界，世界才会通向
自己。

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若迪基说，
董鸣鹤通过灵动的、智慧的、现代的诗性
解读和阐释，让那些久远的人和事，又有
了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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