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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国家的根、民族的魂，是人民幸福的精神家
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海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
文化自信，聚力大文化格局构建，持续推动文化事业与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绘就“诗和远方”的新画卷。

这十年，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广泛传播，文明之花绽
放南海大地，文化事业点亮群众幸福生活，文化产业驶入
“新蓝海”。

迈上新征程，南海将坚持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产
业活力、城市活力、人的活力全面迸发，让千年古郡新魅力
持续绽放，为佛山争当传承岭南广府文脉领头羊、全面打
造现代化活力新南海作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更大贡献。

■南海狮团十二雄狮齐亮相，南海醒狮文化蜚声海内外。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摄

文化领航千年古郡绽放新魅力
南海坚持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产业活力、城市活力、人的活力全面迸发

思想的力量最深刻、最

持久。

近年来，南海始终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在走深走实走心上

持续用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心，使之

成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政治上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

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

十年来，南海大地上持续

涌动学习新理论的热潮：“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

育……一系列学习教育筑牢思

想根基；区委宣讲团、基层宣讲

团等一批宣讲骨干持续涌现，

他们深入企业、农村、机关、校

园、社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党史学习教育

“三个100”（100场党史宣讲、

100堂微党课、100场共读党

史）、“学习强国”学习运动会等

群众主题宣教活动持续开展，

引导广大群众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

十年来，文明之花在南

海大地上持续绽放：文明村

镇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有力

推动了农民文明素养和农村

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一

大批文明单位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发挥着示范引领

作用；一个个文明家庭传承

弘扬优良家风，陈燕梅等先

进道德模范持续涌现……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

会风气愈加浓厚。

截至目前，南海已建成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个、所7
个、站290个、点595个，文明

实践阵地遍地开花，文明新风

深入人心。同时，上线南海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线上供

需对接平台，构建“群众点单、

中心（所、站）派单、志愿者接

单、群众评单”工作闭环，以更

高效能、更优质的文明创建惠

及民生。

培元铸魂

高举旗帜聚人心

千灯湖畔上演《千灯谣》

《幻彩耀灯湖》等大型数字文旅

剧，夜光龙舟漂移让传统文化

“火出圈”……不久前，千灯湖

片区成功入选国家级夜间文旅

消费集聚区。以“文化”点亮城

市“烟火气”，正是南海深化文

商旅体创融合发展的制胜法

宝。

近年来，南海加快构建东

部“文化+创意”，中部“文化+商
业”“文化+科技”，西部“文化+
旅游”的发展格局。经第三方

机构测算，2020年南海区文

化、旅游、体育产业总产值约

948.86亿元，文化产业已成为

南海构建“两高四新”现代产业

体系的重要力量。

以旅游业为例，南海提出

“一山两江三片区”全域旅游格

局，全力建设“城市即景区、旅

游即生活”旅游生态圈。此外，

以“南海好功夫”为切入点，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武术交

流中心落户西樵，并持续举办

“五一”全国南北狮王争霸赛、

“十一”世界华人狮王争霸赛等

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狮艺赛事。今年9月，

南海成功创建广东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

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点。近年来，南海积极

推进广府文化（南海）生态保护

区的申报和建设。今年3月，南

海重磅发布桑园围水脉建设规

划，并启动南海大地艺术节。

南海将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桑

园围为中心，沿水脉串联丹灶、

西樵、九江三镇44个村落，将

绵延的文化脉络串珠成链，盘

活沿线松塘村、西樵山、渔耕粤

韵文化旅游园等文化旅游资

源，努力把桑园围水脉打造成

为“国家级文化公园”。

与此同时，影视演艺、休闲

体育、电竞动漫、文化创意等新

兴业态加速发展。虎牙、欢聚

集团等国内互联网龙头企业进

驻，宋城·佛山千古情、大湾区

影视制作中心、粤港澳大湾区

电竞文创产业中心、碧+文化产

业园等一批龙头项目落地，为

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全球

AI文创大赛永久落户南海，这

场顶级赛事将会持续促进全球

人工智能领域以及AI文创大

赛的最新成果在南海转化、落

地，推动南海“两业”融合、“两

化”转型。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精髓和

灵魂。今年6月，南海区委区政

府提出打造“三带三区”文旅发

展格局，即以省佛通衢文化带、

广府源流文化带、桑园围文化

带“三带”和以千灯湖中央活力

区、大桃园产城活力区、环樵山

水乡活力区“三区”，突破镇街

行政界线、串联东中西文旅资

源，为南海经济社会发展赋

能。可以预见，以文化为引领，

南海这座千年古郡将打开现代

化活力新图景，向世界呈现更

多想象力。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通讯员南宣

人民至上

文化润民提升幸福感
●截至2022年8月，全区累计建成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290个，公共图书馆241个（含智慧

图书馆225个），社区体育公园351个，博物馆

10家，四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中心、所、站、

点）893个，成功构建“十分钟文化圈”“十分钟

体育健身圈”

●近年来，平均每年举办文化活动约6000场，

线上线下参与人次超400万

●全区共有391处各级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8处

●全区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7项，其中国
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14项，市级
非遗项目24项，区级非遗项目37项

■南海大力建设公共图书馆，让文化服务触手可及。图为西樵观心小镇读

书驿站。 （资料图片）

公共文化服务

●经第三方机构测算，2020年，南海区文化、旅
游、体育产业总产值约948.86亿元，文化产业
增加值约 304.6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
9.6%

●2021年，全区旅游接待总人数约1332.3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7.38亿元，其中接
待过夜旅游人数677.64万人次

●千灯湖片区、听音湖片区分别入选国家级、市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南海有礼”系列文创产品入选“2021年度中
国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开发案例”

“以前带孩子看书，要开

车到图书馆，如今过条马路

就能实现。”大沥镇大镇社区

居民范晓慧说，自从家门口

有了智慧图书馆，孩子慢慢

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是政

府送给孩子成长最好的礼

物。

平胜大桥下曾经杂草丛

生、卫生情况恶劣。去年，南

海投入 1800万元在此打造

了佛山最大的全天候街头极

限运动公园，吸引不少极限

运动爱好者前来体验。市民

林嘉欣直夸桥下空间改造提

升是一项民心工程。

群众满满的幸福感，是

南海扎实推动基本公共文体

服务优质均衡、触手可及的缩

影。一直以来，南海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回

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

十年来，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更丰富、更便捷。

文体设施，遍布城乡。

南海体育中心、飞鸿馆、樵山

文化中心等文化新地标投入

使用；南海文化中心、南海艺

术中心、有为馆等加快建设；

全区已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 心 290 个、公 共 图 书 馆

241 个（含智慧图书馆 225
个）、社区体育公园 351个，

博物馆 10 家，成功构建了

“十分钟文化圈”“十分钟体

育健身圈”，并在全国率先推

动智慧图书馆、社区体育公

园村居全覆盖。

群众文化，百花齐放。

公共艺术展、广东省有为文

学奖、南海区百村（居）男子

篮球赛、狮王争霸赛等“南海

艺术四季”“南海快乐运动”

系列品牌文体活动精彩纷

呈；“曲艺精品下基层”“高

雅艺术进剧场”“非遗进校

园”“粤剧粤曲进校园”“功

夫角”等惠民项目深入实施；

近年来，南海平均每年举办

各 类 文 体 活 动 超 6000 场

次 ，覆 盖 人 群 超 400 万 人

次，让群众收获满满幸福感。

精品创作，引领风尚。

“中国曲艺之乡”、广东省首

个“文学之城”、现代工笔画

院“华南创作基地”、“艺术

广东交流展”、“广东省有为

文学奖”等先后落户南海，助

推南海文化事业迈上更高台

阶。近五年，南海获得文艺

创作展演奖项国家级 288
项、省级 1017项，两级获奖

指标均位居五区前列，南海

的城市活力不断彰显。

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文

化生活的新期待，让群众收

获更多、幸福更多，是文化事

业发展的使命所系、职责所

在。如今，文化润民照进了

群众的幸福生活，南海四度

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城区）”，正是南海人共建

共享文化建设成果的印证。

守正创新

探索文旅产业新蓝海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文化产业

■南海努力把桑园围水脉打造成为“国家级文化公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