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塑城
擦亮“南海好功夫”城市名片

文因人而兴，城因文而美。

千年古郡南海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

源地，也是幸福城市。十三五期间，南海

三度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城区）”，

文化润民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幸福密码。

这5年，南海坚持“以文塑城、以文

化人”，构建大文化格局，打造文化导向

型名城。

以文塑城，塑的是百姓生活的获得感、

幸福感。无论是提速建设的“三大中心”和

“三大博物馆群”建设，还是社区体育公园、

智慧图书馆“全覆盖”建设，抑或是群众喜

闻乐见、参与度极高的艺术四季系列活动、

百村（居）篮球赛以及醒狮、龙舟、武术等品

牌文体活动，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以人

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新期待。这也是南海成为“近者悦远者

来”幸福城市的重要原因。

以文塑城，塑的是“两高四新”产

业。文化也是生产力，而且是绿色生产

力。随着消费升级，以文化为基础的文

旅、文创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为此，南海以“文化+”构建大文化

格局，全面推动文化与产业相融共进。

建川新中国百年博物馆、“宋城·佛山千

古情”、粤港澳大湾区电竞文创产业中心

等重大文旅项目落地，大大推动南海文

商旅创融合发展。

以文塑城，塑的是“品质南海、活力

南海、幸福南海”的城市名片。一个真正

有吸引力的城市，除了依靠就业岗位留

人外，还要依靠文化魅力、文化气质、文

化悦民留人。为此，千年古郡南海有了

新的“打开方式”：一个个文创文旅消费

热点和网红打卡点应运而生，让传统与

时尚交相辉映，让历史与现代和谐共生，

而纷至沓来的年轻人，正是对文化跨界

融合创新的最好呼应。

文化是一座城市最靓丽的名片。

当下，南海正全力打造“南海好功夫”城

市形象。好功夫在粤语中也是有实力、

好成绩的意思。因此，“南海好功夫”不

仅是武术文化本身，还是南海精神的具

象展示，是新时代南海向世界彰显文化

自信、改革锐气的新载体、新场景。

过去5年，南海打出了“以文塑城、

以文化人”的“南海好功夫”，未来5年，

南海还要把文化融入城市建设、群众生

活，以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在传

承中创新，让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南海

绽放出新的文化活力，让文化与城市共

舞、与群众共建、与百姓同乐、与产业共

荣、与发展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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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坚持文化润民，构建大文化格局，打造文化导向型名城

润泽百姓幸福 激发创新动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

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

对 地 区 而 言 ，亦 是 如

此。放眼全国，在激烈的城

市竞赛中，文化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特别是“万亿俱乐

部”中的各个城市，都不约而

同把文化作为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关键一环。

过去5年，南海确立东部

“文化+创意”、中部“文化+
商业”“文化 +科技”、西部

“文化+旅游”的大文化产业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南海文

化资源加快转化为文化资

本、文化产业加速培育为支

柱产业。

5 年来，一批龙头文旅

项目落户南海，大力推动文

商旅体创融合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电竞文创产业中心

动工，吸引国内互联网龙头

企业虎牙、欢聚集团进驻；

建川新中国百年博物馆落

户佛山西站枢纽新城，并融

合文旅、商业、酒店等多种

业态，为佛山西站枢纽新城

带来新的人气和活力；“宋

城·佛山千古情”景区项目

即将完工，将聚合演艺娱乐

资源，培育文化消费新增长

点；“梦里芳华理想村”等项

目有序推进，通过文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在龙头项目带动下，一

些新产业、新业态也在南海

加速发展：电竞产业驶入快

车道，南海已逐步完善赛事

场馆、产业园区、青训基地、

电竞娱乐等上下游产业链

条。其中，即将完工的南海

体育中心，在规划建设前期

已瞄准电竞、国际赛事等新

兴产业需求，今后南海将具

备承接各种规模电竞赛事和

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

“新文创”激发了更多产

业跨界创新的可能性：南海

非遗醒狮 IP与电竞游戏启

动合作，为游戏人物鲁班穿

上醒狮皮肤，让传统文化得

以创新传承；量身打造的“南

海有礼”文创产品，将以二次

授权的形式，由感兴趣的企

业进行二次开发和销售，通

过“文化+”为本地制造业赋

能。

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作

为南海“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

将会成为南海经济转型升级的

新引擎。更为重要的是，一个

城市的文化特色越鲜明，就越

能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

要素的集聚。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电

竞产业、影视产业、文创产业更

是属于年轻人的产业。今年的

南海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善于把文化融入城市建设、群

众生活，以文化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已掌

握激活优秀传统文化“钥匙”的

南海，将在新的征程上开创新

的创举、新的荣光。

区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南

海三度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城区）”。南海为何能屡登“幸

福”榜？文化润民正是其中一个

密码。

“以前想踢足球，要大老远开

车找球场，自从小区附近的社区

体育公园启用后，我步行只要10
分钟。”桂城平西社区市民张军浩

说。

“自从家门口有了智慧图书

馆，孩子慢慢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这是送给孩子成长最好的礼物！”

大沥镇大镇社区居民范晓慧说。

这是南海大力构建“在身边、

可触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缩

影。5年来，南海用“绣花”功夫

建设“10分钟健身圈”“10分钟

阅读圈”，不断扩大市民群众的

“幸福半径”，推动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全覆盖。

截至目前，南海已累计建设

完成137个社区体育公园、189
间智慧图书馆，并力争到2022
年实现290个村居全覆盖。与

此同时，作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的省级试点，南海完成

“1+7+30”文明实践格局打造，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地

745个。

从城到乡，从镇到村，文体设

施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把文化

供给送到百姓“家门口”。而一年

一度的“艺术四季”品牌活动，百

村篮球赛，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以

及烧番塔、赏灯会、舞火龙、赛龙

舟等传统民俗活动，则让老百姓

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此外，市民群众还能通过“南海文

化云”，在“云端”畅享文化大餐。

细微之处见功夫。5年来，

一座座社区体育公园拔地而起，

一个个智慧图书馆书香四溢，一

场场文化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

一次次文明实践评选引领新风

尚……这是“幸福南海”的成绩

单，更是每个南海人幸福家园的

鲜活模样。

“幸福之于南海，是物质的富

足、生活的味道、记忆的留驻，也

是前行的动力、铿锵的步伐、奋斗

的热血。”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表

示，南海将秉承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锲而不舍“以文塑城、以文

化人”，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满足群

众精神文明需求，让城市因文化

而幸福。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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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润民/
幸福就在家门口

如果说，遍布城乡的文体设

施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幸

福南海”的“里子”，那么，文化地

标则是南海的“封面”，体现了南

海的城市气质和人文环境。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软实

力。过去5年，南海区委区政

府大力打造高品质文化导向型

城市，大手笔规划和建设大型

公共文体场馆。

5年来，南海文化中心、

南海艺术中心、南海体育中心

“三大中心”陆续启动建设，填

补区域大型体育场馆空白；环

千灯湖博物馆群、环佛山西站

博物馆群、环西樵山博物馆群

“三大博物馆群”建设持续推

动，为市民群众奉上精彩的文

化盛宴。

这些陆续崛起的文化地

标，是“品质南海、活力南海、幸

福南海”的生动注脚，更是南海

的城市“宣言”：南海不仅是制

造业强区，更是历史文化名城、

创新活力城市。

西樵山下，最新崛起的文

化地标成为听音湖片区的靓丽

名片：樵山文化中心雍容大雅，

飞鸿馆恢弘灵动，它们不仅与

“理学名山”实现“山上”与“山

下”的空间联动，更让岭南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化艺术相互交

融、相得益彰。

在这些新地标上，高端

的文化和交流盛会轮番上

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氢能

产业大会、艺术广东·国际艺

术交流展、首届“南海鲲鹏人

才节”、城市更新项目投资推

介会暨泛家居产业生态大

会，市运会体育赛事、各种高

雅艺术剧场……

通过高端会展和文化交流

盛会，南海不仅把“理学名山”

西樵山和南派武术两张名片推

介出去，更让人们对南海“宜

居、宜业、宜商、宜游”的高品质

城市印象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关

注南海，寻求合作。

从西樵山东望，文化地标

也让千灯湖成为吸引年轻人的

网红打卡点。千灯湖是南海

“以湖造城”的鼻祖，波光潋滟

的生态环境让千灯湖创造出

“筑巢引凤”的传奇，吸引

1000多家国内外知名金融机

构和企业环湖而聚。

2018年以来，千灯湖畔

不仅崛起了广东大观博物馆·

岭南金融博物馆，还陆续打造

“拓展的剧场”——南海首届公

共艺术展，以及《幻彩耀灯湖》

《千灯谣》等大型数字文旅剧，

以“文化”点亮城市的“烟火气”

和夜经济，生动诠释“活力南

海”。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南海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文化润

民，构建大文化格局打造文

化导向型名城；要提速南海

“三大中心”及有为馆建设，

打造一批具有岭南特色的

文化地标。

随着“三大中心”正式启

用，这些文化地标将会让南海

绽放出新的文化活力，让悠悠

千年的岭南文化底蕴与现代文

化的时尚活力同频共振，奏响

湾区创新发展最强音。

/文化地标/
塑造城市新气质

/文化兴产/
文商旅创融合发展

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南海自秦

朝设郡，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素有

广东“首府首县”美誉，是岭南文化的重

要发源地。

过去5年，南海坚持“以文塑城、以

文化人”，构建大文化格局，打造文化导

向型名城。

文化兴，城市兴。文化发展不仅润

泽群众幸福生活，让南海成为“近者悦

远者来”的幸福城市，更让南海在转型

升级中抢占先机。

5年来，随着南海“三大中心”等文

化地标的落地与动工，会展业、电竞产

业、体育赛事产业、文创业、直播业等新

业态在南海蓬勃发展，成为南海构建

“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

也为南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人才

作出积极贡献。 ■樵山文化中心为南海再添文化新地标。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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