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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2家，实现产值5000万余元。基地先后与西安

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校合

作设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入区企业累计获

得专利17件、软件著作权99件。

区别于众多的创新创业空间和孵化器运营模

式，新丝路数字文化众创空间将与秦汉新丝路数

字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密切联动，以“平台+

市场+实训”的运营模式，以“租金+服务性收费

+投资收益+政府专项补贴”的模式运营，独创性

的提出“一市一池五中心六平台”（1156体系）

打造创新孵化生态体系，围绕文物和文化遗址的

保护、开发和利用，重点支持影视动漫游戏创意

制作、文化文物衍生产品研发经营、数字文化旅

游、语言及大数据服务等相关创新创业企业，并

为其提供包括创业辅导、管理咨询、交流培训、

项目推介、市场推广、融资投资、人才引进、专

业服务、基础设施等九大服务，以市场为导向，

打造良好的项目孵化环境，助力创新创业企业更

好发展。

2020年4月17日，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文化创

意设计中心揭牌仪式在秦汉新丝路数字文化众创

空间举行。秦汉新城成立文化创意设计中心，旨

在更好地挖掘、展示、保护秦汉历史文化资源。

未来这里将积极引入国内外优秀设计师和设计机

构 ， 聚 焦 秦 汉 文 化 ， 进 行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 文 化

创意交流，吸引更多优秀设计资源走进来，让优

秀秦汉文创产品、项目走出去，带动新城文化旅

游、文化科技及文化项目发展。

截至2022年，秦汉新丝路数字文化众创空间

共孵化企业115家，科技类企业47家。其中成功认

定科技型中小企业32家，高新技术企业11家。包

括西咸新区睿智芯能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牧艺云

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西咸新区量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中志九天（陕西）科技有限公司等业内

相关领域知名企业。

近年来，秦汉新丝路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陕西省潜在瞪羚企业认定、陕西省

文化产业“十百千”工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陕

西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陕西省首批省级

数字经济示范平台、首批西安市级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2021年入规上服务业企业等荣誉。目前已

拥 有 知 识 产 权 证 书 1 6 4 件 ， 其 中 包 括 发 明 专 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计算机软著24项等相关领

域的知识产权。 

“文化+”全面发力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成为秦汉新城的最大

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在 建 设 中 国 西 部 丝 路 文 化 传 播 新 中 心 的 同

时，秦汉新城以文化破题，以文化产业龙头项目

为 引 领 ， 深 入 开 展 与 “ 一 带 一 路 ” 沿 线 国 家 的

人文交流与合作，在国际旅游推广与运营、文化

艺术品展示与交易、语言翻译数字化与智能化平

台、动漫设计与影视制作等领域落实合作内容，

共谋文化发展路径，为建设“文化之城”增添强

劲引擎，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向世界展示中

华文化的雄厚底蕴，打造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新

高地。

借助在大秦文明园、兰池学校、兰池佳苑社

区等地设立的省级非遗项目秦汉战鼓传习基地，

秦汉战鼓第46代传承人黄建民带动组建了表演队

10余支，培养群众爱好者1000余人、学生传承人

300余人。

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陵塬黑陶许赵

村传习基地，被誉为“黑陶播种机”的黑陶制作

技艺第十代传人刘纪荣编写了10万余字教材，入

企 业 进 校 园 ， 带 徒 3 0 0 0 多 人 ， 包 括 学 生 、 残 疾

人、失业人员、农民、离退休干部……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秦汉新城正着力打造繁荣文艺创

作的良好环境，谋划推出一批接地气、有特色的

优秀影视、文学作品，讲好秦汉文化故事，打造

秦汉文化原创IP，提升秦汉文化在国内外文化界

的影响力。

打造“中华文明的会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