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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新高地

（上接第1版）全链条的政策设计，体现了上海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引领力的互联网优质
内容创作集聚区的决心，彰显了城市治理者
对新业态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邀请创作者
创新创业的诚意。
从黄浦区依托小红书总部打造金融与时

尚内容高地，到杨浦区借势B站深耕二次元与
知识领域，差异化集聚区建设精准嵌入城市既
有产业图谱。“星光计划”推荐、“盾牌行动”护
航，连同立法参与的“众智平台”，共同构成了权
益保障的坚实网络。尤其是人才落户的倾斜、
职业技能评价的落地、职称评审通道的拓宽，直
指创作者的身份困境与职业焦虑。当国家认
证的“全媒体运营师”技能证书与传统职称评
定体系开始拥抱那些曾经游走于体制边缘的
内容创作者，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尊严被郑

重赋予。
《若干举措》高明之处在于，它洞悉了优

质内容创作的密码：唯有当创作者的个人表
达与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同频共振，才能激
发最澎湃的创造力。政策鼓励创作者产出
“展现上海城市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内
容，并非单向索取，而是提供了双向奔赴的
舞台：全市地标景区、文博场馆、特色街区等
场景资源的系统性开放，市属国企、主流媒体
与创作者的“内容共创”机制，都在为创作提
供无价的现实素材和灵感源泉。黄浦江畔的
灯火、梧桐树下的老洋房、张江实验室的尖端
科技……为创作者们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表达
养料。
《若干举措》所倡导的“弘扬主流价值、主

流舆论、主流文化”，则为创作者锚定了价值

坐标。它要求创作者在流量算法之外，寻找
更具时代分量与精神厚度的表达。上海作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生动缩影，其真实的故
事、奋进的人民本身就蕴藏着最动人的内容
富矿。当创作者将镜头对准这片热土上的开
放、创新与包容，便能在个体才华的张扬中，
自然汇入阐释中国、沟通世界的磅礴交响。
这种价值共振，让创作不止于名利，更升华为
一种参与文明创新与传承的时代使命。
政策生命力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转化

为万千创作者摸得着的获得感。如何将落
户、职称等“真金白银”的条款，转化为清晰、
透明、可操作的指南？如何让中小创作者与
头部大V共享政策阳光？如何寻找“主流价值
引领”与“创作百花齐放”的平衡？这些问题
的解答，考验着政策落地的智慧与韧性，也指

向文化的包容与制度的弹性。
一座真正的内容创作高地，不仅需要“筑

巢引凤”的硬件政策，更需涵养“百鸟争鸣”的
生态土壤。这意味着对多元表达形式的包
容、对不同风格流派的尊重，以及对创新试错
的宽容。当每一个有价值的创意都能在这座
城市寻得响应与支撑，“梦工厂”才真正具备
了灵魂。
上海历来是中国故事最鲜活的讲述者之

一，也从未停止寻找引领文化表达的崭新支
点。《若干举措》的推出，是上海迈向更高维度
文化枢纽的主动进化。这座城市的雄心，绝不
止于打造网红爆款，而在于构建一个创作者与
城市相互成就、价值共生的新范式——不仅
以璀璨星光装点自身，更以其源源不断的优
质内容照亮中国文化通向未来的征途。

本报讯（记者 孙云）6月以来，杨

浦区立足区域“大学+大厂”“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资源优势，以在区内集聚“互

联网内容创作”产业，打造具有区域特

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

作集聚区产业生态为目标，密集开展产

业调研和政策制定工作。经征求各相

关部门、UP主等优质内容创作者及有

关平台和企业意见建议，研究形成《杨

浦区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

支持政策》（以下简称“支持政策”）。

据了解，杨浦重点围绕“优质”“创

作”“集聚区”3个主题词，旨在传递“在上

海，一切皆有可能”“在杨浦汇聚全世界

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力量”，让互联网优

质内容创作企业和创作者“被看见、受尊

重、能成长”，帮助他们点燃梦想火花，勾

勒出创新、创业、创智的新时代画卷。

杨浦区支持政策从“免、奖、服、投、

补、管”等6个维度推出18条措施，打造

政策立方体“YOUNG立方”。

其中，“免”的维度，主要包括两条

措施：一是V聚场入孵创业企业首年房

租全免、第二年减75%、第三年减50%；

二是分阶段扩展优质载体租赁减免范

围。“奖”的维度，主要包括举办互联网

优质内容创作综合评比，对于讲好杨浦

故事、上海故事且有较大影响力的优质

内容，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等。

“服”的维度主要包括5条措施，给

予优质内容出海扶持，制订“YOUNG

V”大学生实习计划，建立“大学路串门

儿卡”社群生态，并联动B站、抖音、小

红书等平台培育。同时，在市委网信办

指导下，开设网信服务快速通道。线上

开辟“一站式”服务矩阵，依托政务服务

系统的网信服务专栏，提供权益保护、

合规指导、荣誉申请、立法建言等直通

服务，创作者诉求可一键直达政策供给

端。线下定期举办大V沙龙等活动，加

强创作者、平台、政府部门间的交流，组

织网信领域专家与创作者互动答疑、上

门服务，保障创作主体合规健康发展。

“投”的维度，主要包括3条措施：一

是设立互联网内容创作投资基金，支持

微短剧、二次元、动漫游戏、网络文学、

直播经济等“互联网内容创作”产业发

展；二是联合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

金会设立优质内容创作基金，对新设企

业给予种子期成长支持；三是金融伙伴

计划，与区内银行、担保机构等合作，建

立“金融伙伴计划”，推出具有互联网内

容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

此外，杨浦还从“补”和“管”的维度，

共推出5条措施。“补”的维度主要包括3

条措施：一是“杨浦直播券”场景补贴，发

布杨浦区共享直播资源清单，对入孵“V

聚场”企业开放共享清单内场景，以“杨

浦直播券”形式提供场景使用费补贴；二

是各类节展活动综合支持，鼓励对互联

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建设有推动作用

的各类活动、节展等在杨浦区落地；三是

人才落户便利及住房、租房补贴。

杨浦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还将

加强政策落地实施，做好接续政策储

备，打造“一楼（创智天地6号楼）一街

（创智天地大学路步行街）一园（哔哩哔

哩新世代产业园）一区（全域优质内容

创作集聚区）”的互联网内容产业“核爆

点”示范区。同时，量身定制做好服务，

确保政策目标可及、规则可见、逻辑可

懂、路径可通、温度可感。

■ 创智天地V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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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为加快

建设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全

力将黄浦区打造为平台机构高度集

聚、政策体系精准健全、配套服务多

元高效、创作生态开放活跃、优质内

容持续涌现的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

高地，黄浦将推出四大维度支持举

措，诚邀优质内容创作者及企业主体

携手共进。

聚企聚才强根基，产业发展添动

力。大力支持互联网平台企业、MCN

机构在黄浦扎根发展，依据其影响力

及集聚优质内容创作者情况，按照相

关政策规定依法给予支持，最高给予

500万元补贴，并支持符合条件的优

质MCN机构积极申请纳入上海市重

点文创企业名录库，依法享受相应支

持政策。

同时，积极吸引优质内容创作者

入驻，对符合市人才引进标准具有较

高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创作者，按

照相关政策规定给予落户资格；对符

合“优质内容创作者”标准的人才，将

按照相关引进培育实施办法给予奖

励，最高可以达100万元。此外，为重

点企业和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安居额

度，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依法给予人才

安居补贴。

优空间强服务，创作生态更优

越。支持打造内容创作特色载体，为

入驻的创作者提供共享办公、行业交

流等空间，配备直播间、录音室、摄影

棚等共享设施。按照相关政策规定，

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特色载体建设运营

方给予最高500万元补贴，同时为符

合条件的优质内容创作者提供每年最

高30万元共享服务。

在特色载体设立政务服务点和互

联网优质内容创作促进中心，提供市

场主体登记、财税咨询、政策申报、网

信服务、版权确权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并建立创作者合法权益保护快速通

道，加大原创内容保护力度。发挥政

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加强融资对接，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相关金融产品并提

供融资支持。

促交流拓影响，产业活力再提

升。支持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等主体

在黄浦区举办面向国内外优质互联网

内容创作者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专业

节展、品牌活动等，对符合条件的主体

可以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依法给予最高

500万元项目补贴。

鼓励区内各类资源活动向优质内

容创作者开放，支持优质内容创作者

承接主流传播任务，搭建供需对接

平台，推动内容创作与多领域跨界

融合。鼓励优质原创内容创作，根

据作品综合情况给予奖励，同时支

持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优质内容提供流

量支持。

育人才广传播，行业发展谋长

远。推动创设“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

者”职业序列，推进职称评审并鼓励评

聘结合。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及专业

培训机构为内容创作者开展免费培

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并开展互联网

营销人才职业能力认证。此外，鼓励

互联网优质内容出海传播，支持相关

主体参与境外节展活动，运用新媒

体、新技术开展境外营销推广，传播中

国文化。

■ 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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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措施
点燃梦想火花

四维度举措
邀你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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