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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二七区市场监管局
围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主题，在郑州锦荣国际轻纺城举
办了 2024年知识产权发展、保护以及
如何让“知产变资产”研讨会。相关专
家、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市场开办方
负责人以及 100多家企业代表参加了
研讨会。

自 2021年以来，二七区市场监管
局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以知识
产权赋能企业振兴为抓手，大力推动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创新探索全
链条知识产权工作新模式，为企业发展
增添活力。

多次组织召开银企对接会，与金融
机构深化合作，通过组合贷、信用贷等
方式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了帮
助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创新、保护和发
展，二七区市场监管局与郑州锦荣国际
轻纺城市场主办方就建设河南省知识
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签署了知识产权
保护战略合作协议。

此外，为进一步健全市场的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举措，二七区市场监管局在郑
州锦荣国际轻纺城建立了全区第二
家商标品牌指导站，并在研讨会上举
行了授牌仪式。该指导站依托专业

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河南省鼎
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将为轻纺
城 3000 余家经营主体在商标品牌建
设及商标维权保护等方面提供专业
的知识产权服务。

研讨会邀请了河南省鼎宏知识产
权代理有限公司围绕《轻纺业知识产
权保护》为参会企业和商户讲述了轻
纺业商标注册及专利申请等相关知
识；中鑫华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围绕《“知产”如何变“资产”》为参会企
业讲述了商标和专利质押融资的操作
流程及政策红利，切实为企业融资提
供帮助和支持。

一系列帮扶措施的实施宣传，不
但增强了企业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
知度，而且也进一步激发了要把“知产
变资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参会代表
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充分发
挥专家和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与积
极性，加强品牌商标研究与建设，创造
出更多的知名品牌产品，真正让“知产
变资产”。

据悉，自 2021年以来，二七区市场
监管局协助辖区 6家企业通过知识产
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4700万元。
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赵正银 白雪 于婕

“知产”如何变资产？这场研讨会上有干货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创
建于 1983年 10月，公司前身为“郑州
市环城印刷厂”。2017年，瑞光印务集
团将老厂房打造成集聚创意设计、影
视制作、书画摄影、文化培训及电子商
务等文化创意类企业入驻孵化的瑞光
创意工厂文创园。

整个园区占地近 40亩，由三个院

落组成，目前有 100 多家企业入驻，
带动就业近 2000 人。“我们希望能在
这个园区中搭建一个文化创意的产
业链，让企业相互合作。此外，我们
还帮助企业申报注册知识产权、专
利、著作等成果，致力于形成‘文创+
科技+互联网’的特色园区。”园区负
责人介绍。

老厂房里的新故事
解锁文创园“前世今生”

初夏已至，白昼渐
长。坐落在二环支路上

的瑞光文创园如一位熟悉的
老友，静静地融入城市的脉络
中。夜幕降临，园区渐渐喧闹
起来，随着晚风吹拂，烟火气
与音乐交织，悄然弥漫，为

夏夜增添了一抹动感
与活力。

城心老巷子，文创新圈子。每逢
节假日，园区会组织开展“深夜食堂”

“时尚派对”“会展演出”等多种活动。
“瑞光文创夜市集”融入文创手作、非
遗文化、国潮动漫、快闪表演等多个板
块，带来“文创+”新体验。

此外，园区先后被认定为“河南省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新兴青年
群体筑梦空间”“郑州市众创空间”“醉
美·夜郑州”十佳夜游好去处等，2023
年入选首届“河南文化企业30强”。

瑞光文创园的华丽蝶变不仅为郑
州文化产业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更
是二七区打造文创产业园区的生动实
践。近年来，二七区通过资金、宣传、
推介、政策不断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服务平台建设，文创园成为更多人
领略二七的重要桥梁。二七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发力，助推园
区融入城市建设，成为城中符号，走出
一条转型升级新路子。
记者 朱翔宇 通讯员 邓方心 文/图

老厂房华丽转型“文创园”

文创激活消费“新动能”

露天、草地、烧烤、河滩……
这不是现在时髦的露营，而是
4万至5万年前中原大地贾鲁
河畔一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据了解，老奶奶庙遗址地
处郑州西南丘陵区，位于现在
二 七 区 侯 寨 乡 樱 桃 沟 景 区
内。这片位于贾鲁河畔的露
天遗址的发掘显示，此处由多
层堆积形成，且部分层级的堆
积明显存在稳定的河漫滩环
境，给选择在此处栖居的古人
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露营”
居所。

老奶奶庙遗址处有多个
文化层连续分布，也就是说，
此处有古人长期生存徘徊的
痕迹。

那么数万年前的他们为
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露营”
都准备了什么呢？

首先，火、工具和食物必
不可少。

《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中期
人类的生计方式——老奶奶
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一文提
到，这里的动物遗存主要由马
科和原始牛构成，还包含羚
羊、鹿类、野猪、犀牛等。彼时
他们已经能够自行制作趁手
的石器、骨器。依靠这些“武
器”，狩猎个体较大的成年动
物的成功率也得到了不小提
升。趁手的工具也让此处的
古人居民能够对狩猎得到的
动物进行简单处理。

北方大陆四季分明，食物
匮乏的寒冷冬季，野外没有更
多的食物来源。为了维持生
存，古人还学会了利用火更充
分地处理食物资源。例如，打
碎动物骨骼，然后通过烧煮提
炼其中的脂肪和骨髓，以尽可
能多地获取营养。

其次，即使有丰富的经验
和完备的工具，捕猎体型较大
的成年有蹄动物仍然极具危
险性，还需要有相当的合作智
慧以及勇气。

最终，依靠着这些简陋的
工具和相当精炼且必要的技

能，这群在老奶奶庙旁进行长
期“露营生活”的“老郑州人”
活了下来，并最终在新世纪再
次走进了考古学界的视野。

2011年，老奶奶庙旧石器
时代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随后的多次发
掘也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中原
大地悠久文明的认知。

晚更新世，剑齿虎、猛犸
象等不少巨型动物灭绝，现
代人种则淘汰了其他人类物
种，足迹踏遍世界各大洲。
嵩山东南麓作为中国乃至东
亚大陆的核心地区，是联通
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迁徙、交
流的中心，这里的现代人由
何处来？这里的古人类又会
到哪里去？

无法填补中原地区以及
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
化发现的空白，也就无法真正
认识该地现代人类的起源和
发展问题。而老奶奶庙遗址
的新发现确切证明了，早在距
今5万～3万年前，我国中原地
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
生活在这里的晚更新世人类
在此繁衍生存，且其旧石器工
业展示出了鲜明的区域性文
化特征。

这群古人的“露营冒险”
结束了吗？也许并没有。

数万年间，日月交替，沧
海桑田，他们的基因已深深扎
根在今天中原大地上。

历史年轮转动不停，古人
拼尽全力才能获得的生存手
段已然成为今人唾手可得的
消遣活动。如今，在距离郑州
市区不到 20 公里的樱桃沟景
区内，每天仍有不少游客携家
带口，邀朋引伴，一起在此踏
青赏花、摘樱桃、钓鱼烧烤，成
为市民郊游的重要选择。

这个初夏，不妨去樱桃沟
景区转转，在这片古人生活过
的地方垂钓野炊，感受一眼万
年的变迁，让厚重的文化底蕴
焕发出年轻的生机。
记者 朱翔宇

感受老奶奶庙遗址
古今文明交汇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