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台台挖掘机在西樵镇听音湖片区听

音广场南侧地段井然有序地工作，“广府美

术馆”的建设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着。预计在

2023年，这座场馆建筑将与樵山文化中心、

飞鸿馆三位—体，成为听音湖片区高标准、

高品质的公共文化场馆，为西樵镇听音湖片

区文旅发展增色添彩。

据悉，佛山市南海区有为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于12月16日以总价9106万元竞得西樵

镇听音湖片区南侧地段地块，计划建设有为

馆，打造成“广府美术馆”。

■西樵计划与

广州美术学院

合作，将有为馆

建设为“广府美

术馆”。这是设

计效果图。

西樵听音湖片区将添“广府美术馆”
有为馆预计2023年完工，将与樵山文化中心、飞鸿馆三位—体，持续擦亮西樵文旅品牌和城市形象

“有为馆的建设将为我们提

供一个大型高端的展览场地，更能

吸引各类高层次展览举办，西樵的

会员也将有更多学习和交流的机

会。”得知有为馆将建设为“广府美

术馆”，西樵美术协会会长陈营峰

翘首以盼。

据悉，有为馆位于西樵山下，

毗邻听音湖。佛山市南海区有为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竞得地块

后，立即启动建设，计划在2023
年完工。

“南海西部片区急需一个高

标准的公共文化场馆。”对于有为

馆建设的初衷，西樵镇锦湖办介

绍，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一个高标准、高品质

的大型综合性公共文化场馆的

规划应运而生。“场馆需提供举

办大型文化活动、文艺演出、文

化展览、购书阅读、青少年活动的

等公共文化服务，让西部三镇市

民能够就近享受一站式高品质文

化生活。”西樵镇锦湖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

按照规划，有为馆地块建设

规模约 43350平方米，计划与

广州美术学院合作，将有为馆建

设为“广府美术馆”，同时加挂

“岭南画派纪念馆佛山分馆”牌

子，打造为广府美术和岭南画

派的艺术展陈基地。其中，“广

府美术馆”将突出艺术展览元

素，兼顾青少年活动中心。功

能上具体包括一个约 700㎡文

物级别的展厅及两个约 900㎡
国际级展厅，以及配套的学术

报告厅、画库、工作室、图书阅

览、青少年活动、文化创意、文

化与产业研究等功能，打造成为

一个兼具艺术展览、公共服务、

文旅商业、休闲消费、文化创意

等多种功能的佛山西部文化综

合体。

让市民享受高品质文化生活
有为馆建成后，将成为南海

西樵听音湖片区的公共文化中

心，与樵山文化中心、飞鸿馆三

位—体，成为南海西樵听音湖片

区高标准、高品质的公共文化场

馆。此外，有为馆将与飞鸿馆分

别以狮跳、龙腾造型拱卫听音湖

广场两侧，“一文一武”的功能定

位交相辉映，突出南海樵山文化

中心的主体建筑形象，进一步完

善听音湖布局和功能，突显南海

区“文翰樵山”的区域名片。

根据建设方案，项目充分利

用既有道路、听音广场、锦湖湖

面之间的高差处理层高关系，地

下商业及停车空间与飞鸿馆、听

音广场实现共享互补。

有为馆所在地块周边生态

资源丰富，岭南文化底蕴深厚，

听音湖片区作为岭南文旅小

镇的核心区域，片区内的听音

广场、樵山瀑影、观心小镇、希

尔顿欢朋酒店等景观和文旅

配套，以及相继投用的飞鸿馆

和樵山文化中心，将进一步丰

富岭南文化体验，拓宽文旅产

业形态，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

发展。

三馆功能定位交相辉映

陈营峰表示，期待有为馆建

成后，增加与各地名家交流的机

会，提高西樵美术协会会员学习

的积极性。“期待开展更多的活

动丰富有为馆的内涵，充分发挥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促进西樵文

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飞鸿馆、樵山文化中心、有

为馆的相继建设，不仅为西樵和

南海塑造了一批独具岭南特色

的文化地标，还成为西樵公共文

化服务阵地建设的强有力补

充。近年来，西樵镇不断加大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投入，提升

镇、村居的公共文化硬件设施，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影响和带动更多市民参与

文化建设。

今年以来，位于听音湖广场

负一层的新西樵文化活动中心

投入使用，为市民提供书画、音

乐、舞蹈、诗歌、健身、培训等多

样文体服务；7月，西樵文联展

览基地在飞鸿馆三楼揭牌启

用；8月，升级改造后的西樵镇

图书馆重新开放投入使用；9
月，广东音乐联谊会佛山南海

西樵活动中心在西樵曲艺中心

挂牌启用……伴随着公共文化

硬件设施的日益完善，越来越

多硬件设施的建设也越发精准

服务不同市民，全面提升市民

生活品质。

“飞鸿馆、樵山文化中心、有

为馆等地标建筑作为‘文化引

领’的体现，将填补南海西部目

前文化综合体的空白，更将进一

步促进和带动西部片区产业、城

市、环境和文化的优化提升。”西

樵镇锦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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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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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珠宝

玉石首饰管理中心

与南海区桂城街道

办事处进行战略合

作签约。

牵手“国家队”打造产学研高地
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与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进行战略合作签约

在12月 18日晚举行的“天下玉·平洲器 焕发新活

力——2020平洲玉器珠宝文化周”开幕式上，自然资源

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与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进

行战略合作签约，授予平洲玉器珠宝小镇“自然资源部

珠宝玉石首饰检验评价技术创新中心产学研协同创新

基地”牌匾，共同打造平洲玉器珠宝小镇产学研基地。

这一“牵手”合作，将推动平洲玉器珠宝的品牌培

育、经营，让潜力企业做强做大做成行业拳头；同时通过

现有玉器产业链，以玉器为主支点，大力发展泛珠宝产业

及展览、拍卖、互联网+，推动形成“天下玉 平洲聚”产业

格局，助推平洲玉器产业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检

验评价技术创新中心产学研协同

创新基地（下称“协同创新基地”）

涵盖珠宝玉石检测鉴定、珠宝玉石

追溯、科技研发、标准制定、技术交

流、珠宝知识普及、培训教育等内容；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应用、提升协同创

新水平、推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促进科学普及广泛融合的开放性平

台；建设珠宝科技创新体系、培育珠

宝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基地。

同时，该基地将与国内外领先

的同类机构、艺术大师和企业精英

开展珠宝玉石研究、检测鉴定技术

交流、工艺技术交流等方面的交流

合作。

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

理中心党委副书记梁振杰表示，我

国珠宝业依然潜力巨大，有着深厚

文化底蕴的玉器行业更是前景广

阔。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

理中心将持续为平洲玉器珠宝小

镇翡翠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期待与

桂城街道办事处一道，践行共建、

共赢、共享的理念，在开放中创造

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共同打

造平洲玉器珠宝小镇产、学、研创

新基地，推动形成“天下玉、平洲

聚”产业格局，共创平洲、中国乃至

世界珠宝行业新时代。

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麦绍强

直言，此次合作是关心厚爱、是厚

望重托，桂城将珍惜机遇、感恩奋

进、乘势而上，加强诚信建设、品牌

建设、标准建设，推动平洲珠宝产

业提质增效，努力在中国玉器珠宝

行业争先进位，打造中国玉器珠宝

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对基地的落户，不少业内匠

人也表示欢迎，并且对基地接下

来要开展的工作充满期待。“基地

落户将带动更多人才落户平洲，

让我们的技艺得到传承，同时也

为行业内加强交流搭建平台。”中

国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

师刘时友说。

1916年，平东“江表梁”家

族将传统玉雕技艺从广州带回平

洲，开启了平洲玉器发展历程，从

自发的家庭作坊式自营产销，逐

步发展成为全国产业链最齐全的

玉石特色文化产业基地，镯加工

生产占据了全国80%的市场份

额，平洲玉器珠宝小镇每年接待

海内外客商超过40万人次。

如今，平洲玉器珠宝小镇还

是佛山市重点建设的特色小镇，

在这片 3.76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现拥有大中型玉石珠宝加工

厂 500多家，拥有国内外厂商

3000多家，各类产业协会9个，

原石交易场所标场9个，各级珠

宝鉴定检测中心7个，从业人员

超过5万人。

为推动玉器产业持续实现

高质量发展，桂城坚持党建引

领、街道统筹，在今年出台平洲

玉器珠宝小镇焕发新活力行动

方案，并且形成“1+3+x”工作格

局，团结凝聚小镇各方力量，凝

心聚力抓发展。

同时，桂城坚持匠心铸就品

质，尊崇工匠精神，以赛育才、以

赛聚才。小镇今年成功举办

2020年“平洲玉匠杯”广东省玉

石雕刻职业技能竞赛、2020年

平洲玉器珠宝小镇“琢越杯”等

多项赛事，为技能人才搭建起交

流平台。另外，桂城坚持创新赋

能升级，全面探路“互联网+”玉
器珠宝产业新蓝海。截至目前，

翡翠王朝、对庄、淘宝直播、抖音

直播、快手直播等多家平台扎根

平洲，直播商家超100家，直播

从业人数超3000人。

麦绍强表示，面向未来，桂

城将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敞开

怀抱，欢迎全球玉石玉器珠宝企

业、行业优秀人才前来创新创

业，支持小镇企业加强同世界玉

石、珠宝企业开展多层次、多领

域的务实合作。同时小镇要优

化升级生产、设计、销售、流通体

系配套，加强品牌建设，争创中

国优质玉器品牌，以小镇品牌和

企业品牌集群战略增加市场纵

深。要提升平洲玉器供给体系

对国内国际市场的适配性，扩大

平洲玉器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影

响力。

另外，麦绍强表示桂城将着

力培育“平洲玉器珠宝文化周”

品牌，讲好“平洲玉器”故事，塑

造小镇文化，推介“平洲玉器”品

牌，让文化成为平洲玉器最核心

的竞争力。“我们坚定不移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大开门、

开大门，热忱欢迎和期待大家来

平洲共商大计，共谋发展，共创

辉煌。”

提供多方服务 为发展保驾护航

加强品牌建设 扩大市场影响力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孔祥键 图/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