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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志恒通

讯员/张秋枫)日前，盐步老龙

1432项目动工建设，标志着大沥

镇省佛通衢文化带建设拉开序幕。

11月13日发布的《大沥镇

文化旅游体育发展“十四五”规

划》提出，构建“一带一轴两廊四

区”文旅体空间发展格局，其中

“一带”就是省佛通衢文化带，大

沥提出将围绕其打造区域IP。
盐步老龙1432项目是省

佛通衢文化带建设示范引领项

目。项目坚持保护开发原则，对

盐步旧城片区中品质不高、长期

闲置、利用不足、功能不优的微

型公共空间和老旧建筑进行改

造提升，结合片区外立面、绿地、

公园等整体改造，推动城市存量

空间的活化与利用，实现人居环

境、经济、产业、文化等综合协调。

项目分四期开发，力争两年

完成项目改造。一期包括盐步老

龙文化公园改造提升、龙涌沿线

建筑外立面改造、百里芳华稻田

景观打造等，建成一批好吃、好

玩、好看、好住、好赚的游乐打卡

点，并计划于2023年1月对外

开放。作为南海区首个以文化为

主题脉络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片

区，盐步老龙1432项目通过活

化百里芳华盐步老龙示范区、南

海酒厂、南海粮仓、盐步直街等区

域，打造一个集办公、娱乐、休闲、

观光于一体的城、产、人、文融合

标杆文旅创意产业项目。

“我们将把盐步老龙1432
项目打造成一个体验式的商业

平台，在这里市民可以吃喝玩

乐，也会在此过程中了解到盐步

老龙的精神。”项目运营方广东

天伦创产成长空间管理运营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杰说。

南海区文化发展大会今天

召开，这次大会聚焦文化，更聚

焦发展。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南

海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对南海

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使我

们去思考：文化，对南海意味着

什么？南海文化，我们要传承什

么？发展南海文化，我们要创新

创造什么？

一
是什么成就了南海？

南海，无疑是中国一个具有

较高辨识度、美誉度的区域IP。

始皇郡、隋帝县，南海素有

广东“首府首县”之誉。在漫长

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里，南海不

仅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文教

昌盛、人才辈出，有“南海衣冠”

的美称。

近代以来，南海得风气之

先，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

工业企业，较早开启了中西文化

逐渐融合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成为珠

三角的改革先行区、经济先发地

区，扬名海内外。

在 2000 多年的漫长时间跨

度里，南海始终勇立于时代潮

头，我们不禁探究：是什么成就

了南海？

南海的成功，首先源自于这

一片独特的土地。南海坐落于

珠江三角洲腹地，面朝大海，河

流纵横。肥沃的冲积平原，充沛

的雨水，温暖的气候，为南海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南海的成功，更归因于南海

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在经年累

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

中，南海人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成

就，也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品质。

独特的地缘，独特的人民，

独特的精神，铸就了南海独特的

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一个区域的灵魂。人类社

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

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

史性进步。

南海成功的密码，深深隐藏

在两个字里面：文化。文化成就

了南海。

二
向传统，我们传承什么？

南海文脉，源远流长。

亿万年的冲刷与沉淀，为我

们积淀了肥沃的珠三角冲积平

原。数千年来，历代南海人不断

的奋斗、创造与积累，为我们留

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思考文化，建设文化，创新

文化，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回眸

与传承。看清我们的源头，明

了我们的来路，知道我们的底

蕴。

南 海 文 化 是 一 种 原 生 文

化。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南海先民就已经在这一片水道

纵横、土地肥沃的区域里耕作、

渔猎，创造了西樵山“双肩石器

文化”。西樵山文化，带来了岭

南文化发展的第一缕曙光。与

中国其他地方的区域文化一样，

西樵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源

头之一。

秦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传

入加速了南海的生产发展和社

会进步。2000多年的不断改造，

南海已沧海桑田，成为中国南方

的鱼米之乡，不仅是商品粮基

地，也是蚕桑塘鱼、蔗糖、岭南佳

果的重要产地，而且是发展淡水

养殖和捕捞的理想场所。尤其

是种桑、养蚕、养鱼循环生产体

系的形成，使南海的商品生产发

展迎来一个高潮。

近代以来，南海人陈启沅创

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

工厂——继昌隆缫丝厂，迈出了

广东近代工业的第一步。南海

也逐渐成为广东的重要工业生

产地。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在不是

特区、没有特殊政策的条件下，

主动作为，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在产业发展、土地改革、社会治

理等领域开创了多项改革创新

举措，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面对传统，我们要传承与复

兴的是独特的南海文脉。

南海文脉，因南海水脉而

兴，与南海水脉交织发展，带有

独具一格的水文化魅力。这种

水文化魅力，既有大河奔流的刚

健进取、因势而变，更有浩荡大

海的宽阔广博，包容百川。

正是以大河奔流、大海浩荡

的水文化为底色，岭南广府文化

以南海为重要起源地逐步发展

壮大。广府文化务实、乐观、包

容，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

吸收、摹仿和学习、冒险、创新。

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府人

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新中国以

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形成

了“敢为天下先”的最为宝贵的

文化品质。

岭南广府文化，已成为中华

文明重要一脉；南海，则是岭南

广府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

区。

三
发展新时代南海文化，我
们创新什么？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

迎来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南

海也站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

起跑线上。南海文化，需要承担

新的使命，需要注入新的精神，

需要创造新的内容、新的形式、

新的业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

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

文化自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党把

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

高度，把文化部分命名为“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对文化发展明确了

新的目标和使命。中华文化，应

当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

量。

佛山正在争当“传承岭南

广府文脉领头羊”，南海也正在

推进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南海

文化需要承担起“以文铸魂，以

文塑城，以文兴产，以文化人”

的历史使命，塑造强健精神，传

播城市形象，为打造现代化活

力新南海提供扎实有力的支

撑。

南海的城市精神，也应当锻

造、展现出全新的风貌。南海和

整个中国一样，正在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在

这条“上下而求索”的道路上，中

国、南海自己已是探索者、引领

者，必须以舍我其谁的气魄、敢

为天下先、争创一流的勇气，开

创一片崭新天地。

南海文化的发展，要坚持守

正创新，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尤其是要结合南海作

为制造业重镇的实际和发展需

要，推动文化与制造业相融，用

文化为制造业赋能，用文化推动

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化是当今时代的主流，

南海产业正在推进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南海文化同样面临着数

字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南海

需要紧跟5G、人工智能、元宇宙

等先进技术潮流，抓住历史机

遇，在数字化发展的赛道上力争

领先。

在新时代，在新的一代眼

里，文化也正在呈现新的样式和

传播方式。短视频、直播、电竞、

影视、城市艺术节，深受年轻人

欢迎，传播力强，也是南海在传

承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过程中

值得采用的方式和路径。

文化是最古老的沉淀，也是

最新潮的创造，在“最古”和“最

新”之间，在传承和创新中，南海

必将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

之路。

（仲声）

在传承和创新中复兴南海文脉在传承和创新中复兴南海文脉

11月17日，南海召开文化

发展大会，重磅发布文化高质量

发展新政，启动“水上南海”发展

计划，构筑“三带三区”文化发展

新格局。关于新格局下的南海文

化发展路径有何亮点？对南海未

来意味着什么？ 就此，珠江时报

记者专访了西樵山书院执行院长

殷秩松。

记者：南海区发布《关于推

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

顶层设计之于南海意味着什么？

其最大的亮点在哪里？

殷秩松：南海正加快推进城

产人文深度融合发展，在这背景

下《意见》的出台，对南海的意义

不言而喻。这是城产人文发展的

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否则城产

人文就缺了一个板块。

《意见》的最大特色，不仅仅停

留在文化本体范围之内来看文化

发展，还明确地提出以文塑城、以

文化人，把文化的作用施展到城产

人文建设的领域中去。《意见》对文

化的定位够高、够宽，举措够深入，

而且是全域性、全城性、全面性。

记者：南海提出打造“最岭

南”人文之城，何为“最岭南”文

化？如何为它素描？

殷秩松：岭南是一个很大的

区域，南海是岭南广府文化的涵

育地，讲自己是“最岭南”有着这

份自信。同时，这个“最岭南”并

不是排他的，只是说他集聚岭南

广府文化的特色。

一座城市的文化如果没有特

点，哪怕是高度现代化城市，都会

缺乏让人能够长期建立情感连接

的载体，这样的城市发展是不持久

的，城市终究是人们的一个精神性

需求的容器。如何能让人们更好

地了解南海？可以把包括岭南文

化在内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城市发

展和城市形象塑造中去。“最岭南”

实际上是代表岭南的一种人文生

活、岭南的一种开放格局等。

记者：“水上南海”发展计划

中提到要发展滨水土地经济、滨

水商业经济、滨水旅游经济，对推

动南海文旅发展有什么意义？

殷秩松：过去南海人主要是

傍河生活和发展，非常多的生活

设施和生产设施都是在水边。随

着公路铁路的兴起，城市开始背

河发展，这些生活生产设施都逐

渐荒废和没落了。在策划这次

“水上南海”发展计划的过程中，

我们走访了南海的村落，看到非

常多的古老建筑、生产遗存。我

们可以利用这些遗存资源作为南

海滨水地区复兴的载体和着力

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活化。

通过滨水地区的改造更新

发展城市旅游经济，是水岸经济

的一大热点。创造全新的滨水体

验，有利于弥补城市旅游资源的

相对不足。利用水岸经济，有效

整合旅游产业的各个要素、加强

旅游产业与休闲产业的结合、实

现城市旅游业的“核变”，是提升

城市整体竞争力、实现城市职能

转换与产业升级的有力手段。希

望能调动多方力量一同参与到滨

水地区的复兴当中来。

记者：《佛山西樵岭南文旅

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同时发布，

它的亮点是什么？

殷秩松：《发展规划》的最大

特点是把格局拉大，建立起大文

旅产业的概念。新的生活方式及

消费都可理解为未来大文旅的一

个部分。西樵的沃土，不但要大

家来玩，来体验新的生活方式，我

们希望更多的文旅企业的总部、

各种新业态的机构、年轻人的创

业实践等都能集聚在西樵。同时

我们还要以文旅的理念赋能纺

织、陶瓷等传统产业的升级。

记者：通过此次大会发布的

系列组合拳，如何理解“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

殷秩松：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

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次“水

上南海”发展计划虽然大部分是

围绕文旅来做规划，但它推动的

是滨水地区的复兴，带动滨水经

济的发展，这可以体现出新时代

下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但今天我们不应该再仅仅讲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城市在全域发

展中都要为文化搭台，让文化来唱

戏，这对于南海城产人文融合高质

量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我

们不要把文化再当作一件衣服，文

化就是我们的灵魂，是未来心之向

往的所在，是一座城市的活力所在。

文/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 关蕴琪 李婉心)昨日，

在南海区文化发展大会上，《佛

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发

布。《规划》提出，打造“国家文化

公园先行探索区”，聚焦“岭南水

乡国际文旅度假胜地”“大湾区

文旅产业新高地”两大定位，以

大文旅促进城产人文高质量融

合，提升西樵全域新活力。

打造“一核三片”格局
“新生活方式带来了新机

遇！基于大文旅的理念，我们制

定了这份《规划》。”西樵镇党委

书记李毅佳表示，经过多年的发

展，西樵已形成了“一山一岛一

湾、一水六组团、五圩五村十馆”

文旅发展格局，既有深厚的“最

岭南”文化底蕴，也具备扎实的

“最岭南”文旅底子，擦亮了“文

翰樵山最岭南”的金字招牌。

对于如何抢抓机遇，《规划》

提出，西樵将打造“一核三片”产

业格局。其中一核是听音湖产

业创新核，打造文旅运营总部基

地，引领区域文旅创新升级；三

片是产旅融合创新片区，包括华

南轻纺城产业创新片区、大健康

高新技术产业园产业创新片区

和南方影视中心产业创新片区。

《规划》还提出，将聚力休闲

度假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文化

创意服务产业、“文旅+”优势产

业四大产业提质升级，并实施文

旅可持续发展“五个三”行动计

划，出台覆盖七大方面的配套政

策，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式推动

佛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

的“愿景图”变为“实景图”。

提供全方位政策资金扶持
目前，西樵正编制《促进佛

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发

展政策（草案）》，将从产业发展、

载体奖励、行业培育、基础设施

保障、金融保障、用地保障、人才

保障共七个方面提供全方位的

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包括设

立创新创业团队专项奖励，探索

设立“文旅镇长团”机制，以及在

优秀的中青年人才中选拔“文旅

镇长团成员”等措施。

未来8年、10年后的西樵

是怎么样的？李毅佳期待道：

“我希望是岭南文艺的创意基

地，潮玩青年的创新热土，文旅

产业的创业高地。”

大会上，西樵山碧云宾馆片

区改造项目、境界游系列野奢营

地项目、雄狮少年2、国艺度假

酒店二期、“趁墟而入”青年行动

计划、东方文旅项目等西樵六大

文旅项目现场签约，打响《规划》

实施的头炮，构建西樵岭南文旅

融合生态圈，提升“文翰樵山最

岭南”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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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山书院执行院长殷秩松：

城市发展要为文化搭台让文化唱戏
西樵山书院执行院长殷秩松：

城市发展要为文化搭台让文化唱戏

“五个三”行动计划让
“好玩西樵”即刻来到

西樵发布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

盐步老龙1432
项目动工建设

一期建成一批游乐打卡点，2023年1月对外开放

■四季营地、夜经济集市等新潮活动的开展，让西樵的文旅IP更

具年轻态，也赢得了市场的良好反响。 （通讯员供图）

■西樵山书院执行院长殷秩松。 （受访者供图）

●三类服务平台：文旅科技服务平台、文旅人才服务平台、文旅金融

服务平台

“五个三”行动计划

●三大先行载体：岭南文旅运营总部基地、岭南新生活方式品牌创

新中心、岭南数字文创中心

●三大大本营：户外大本营、研学大本营、美食大本营

●三大活动平台：西樵山文化论坛、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狮武岭南

年度活动

●三项人才计划：岭南书院复兴计划、“趁墟而入”青年发展计划、文

旅运营人才培育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