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明几净，书香盈室，灰

色的沙发上，几个孩子捧着

书，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

32岁的全职妈妈张清芳，常

常带着女儿来到离家不远的

里水大步智慧图书馆，挑上一

本儿童绘本，一起享受阅读慢

时光。

“原来村里也有图书馆，

但地方非常小，书的种类也不

丰富，孩子们不爱去。”原大步

小学的老校长陈定椿说，新图

书馆投入了很多先进的数字

化设备，书籍也定期更新，孩子

们都很喜欢。

阅读很重要，全民都需

要。大步智慧图书馆是南海

区全力推动智慧图书馆村居

全覆盖建设的一个缩影。

2013年，南海区在全省首创

读书驿站，打造家门口的图书

馆，着力构建“在身边、可触及”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随后，智

慧图书馆建设在学校、公园、居

民小区、工业园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全面铺开，成功构建了

“10分钟阅读圈”。

不仅如此，“书香南海”全

民阅读特别策划还推出了一

系列各具特色的读书活动，比

如桂城以玉器产业为特色，策

划“书中自会‘玉’见新南海”活

动，分享玉文化和鉴赏技巧；里

水在游船上开展水乡游船诗

歌散文朗诵阅读会。

便捷的读书场地和有趣

的主题活动，大大激发了群众

的读书热情。今年4月，南海

区图书馆发布总分馆2021年
阅读报告显示，2021年，佛山

市借阅量排名前十的镇街馆，

南海占了一半。

丰富的文化生活远不只

是阅读。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点）为重要阵地，

南海大力开展“文化悦民”“活

力南海”等群众文体活动——

“百村男子篮球赛”“千灯湖音

乐节”等一批文体活动每年超

燃上演，打造成南海全民参与

率最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艺术四季系列活动”覆盖

人群近40万，是本土艺术人

才展示和选拔的重要平台；组

建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把

优秀节目带到乡村、社区、广场

等地方。

这当中，尤以“百村男子

篮球赛”最受瞩目。作为一项

延续18年的本土体育比赛，

俨然成为媲美舞狮、龙舟赛群

众性体育的品牌赛事。“每年都

看，决赛更是一场不落。”陈先

生是篮球迷，对他而言，百村篮

球赛不仅是球迷的盛事，也成

了南海人的骄傲和名片。

2022年的第一个夜晚，

在南海夜色渐浓、万家灯火渐

亮之际，千灯湖畔一栋栋写字

楼光影流转，滚动播放“最具

幸福感城市 佛山南海”“百年

红 幸福城”等字样，与广大市

民共同庆贺南海第四次获评

最具幸福感城市。

恰巧途经此地的市民黄宏

伟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难忘瞬

间，并上传朋友圈配文“这是我

的家乡南海”。短短几分钟，他

的朋友圈收获了12个赞。这也

意味着，又有12个人对南海有

了更新、更深的认识。

如今，以灯光秀为载体，开

展文明城市公益宣传的形式越

来越普及，俨然成为文明标语入

眼入脑入心的新渠道。1月10
日，千灯湖公园灯光秀再次亮

起，致敬守护一方平安的南海警

察；3月8日，千灯湖公园灯光秀

向全区妇女姐妹致以诚挚问候

和美好祝福；5月30日，千灯湖

公园灯光秀献给广大科技工作

者，祝福他们节日快乐……

如果说，特定节日的灯光秀

让人印象深刻；那么，无处不在

的宣传标语则让人潜移默化

——在小区电梯间，“遛狗牵绳

戴嘴套”时刻提醒宠物主文明养

犬；在十字路口，智能语音播报

系统及时发出“现在是红灯，行

人请留步”的出行提示；在餐桌

上，“食品安全，餐具卫生”引导

顾客注意卫生，保护身体；在公

园角落，“绿色环保 低碳出行

从我做起”呼吁市民绿色出行。

“公园的绿化很棒，地上整

洁、看不到垃圾，这些文明宣传

装置也很有设计感。”初到桂城，

陈女士和几个朋友在一处文明

景观小品前拍照打卡，她说整洁

清爽的街道和丰富的绿化景观

让她印象深刻，感觉城市充满活

力。

目前，全区统筹1090个户

外LED屏幕、2500个走字屏、

622幅户外护栏宣传画、560
个公交车站亭、379个楼宇梯

间显示屏、46个景观小品以及

应急广播、村居大喇叭等载体，

通过来电语音、视频电话、电视

广播、知识竞答、短视频等多种

形式，广泛刊播创文宣传画面或

标语。

不仅如此，2022年，南海

文明办还面向广大市民征集文

明宣传小标语，用精神文明标语

为全区市民提供价值认同。最

终，包括“文明新南海 同创同精

彩”在内的数十条标语成功入

选，再通过公益广告、新闻报道、

主题活动、文创宣传品等媒介载

体和使用场景循环播放，引导更

多市民参与文明创建。

创新形式让文明标语入心入脑

缤纷活动润泽百姓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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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

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努力奋斗和实践的宣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

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根本要求。而这，为南海

进一步推动文化发展提供了

重要遵循。

新时代新征程，广大人民

群 众 对 精 神 生 活 也 有 新 要

求。如何贴近群众需求，开展

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文化

阵地的建设，是文化惠民的基

础。近年来，南海不断布局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点），成功打造“15 分钟文

明实践服务圈”。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点），南海大力开展“文

化悦民”“活力南海”等群众文体

活动，持续抓好文化建设，激发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进文化

惠民工程。三年来，全区共开

展群众文艺演出、群众性体育

赛事等文明实践活动10000多

场，参与人数约650万人次。

10000多场文化活动既包括

了“百村篮球赛”、叠滘龙船漂移

比赛等传统项目，也包括了千灯

湖音乐节、灯光秀等潮流项目，还

包括了“书香南海”全民阅读、“音

乐舞蹈人才培训计划”等专业领

域项目，覆盖不同年龄、爱好的市

民群众。

在岭南文化的浸润滋养下，

在“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团结

奋进”“脚踏实地”的南海精神引

领下，南海不断涌现出“南海好

人”“新时代好少年”“新乡贤”“学

雷锋标兵”“三八红旗手”等正能

量人物。

他们的经历和事迹鼓舞人

心、催人向善。近年来，南海

“中国式过马路”少了，遵守交

通规则多了；随地吐痰少了，

佩戴口罩多了；图书馆大声喧

哗少了，安静读书多了；点菜

铺张浪费少了，打包带走习惯

多了……

文化是一座城市最独特的

名片。迈向“十四五”新征程，南

海将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

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塑造与经济实力相匹配

的文化魅力，让历史传统和现代

都市相得益彰，让千年古郡绽放

文化新魅力。

以文化人以文润城 千年古郡彰显魅力评
论

文化活动不断档全年推出6000场
在南海，缤纷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到社区活动中心听一场地道的折子戏，重
新感受粤曲的独特韵味；到读书驿站随心看一
本书，徜徉在文学的美妙世界；到千灯湖公园看
一场绚丽的灯光秀，与伙伴共享生活在南海的
幸福瞬间……在南海，缤纷多彩、形式多样的文
化活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无需远行也不
必刻意安排，市民便可沉浸式感受文化的魅力、
接受文化的熏陶。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文化的

价值旨归。在南海，一年约6000场

的文化活动犹如春风细雨，润雨无声

式地浸润人、感染人、熏陶人。

在西樵儒溪村，这场春雨叫“百

村篮球赛”。曾经，儒溪村因爱打架

而出名，甚至到了摩的师傅都拒载的

程度。第一届“百村篮球赛”过后，儒

溪队在西樵镇村居比赛中脱颖而出，

从此多了一个“儒溪队很厉害”的标

签。而这，也成为儒溪村由散漫走向

团结的转折点。

此后，队伍去哪里比赛，村民就

追随到哪里，村民团结一致的表现不

仅改变了外村人的看法，也让村民走

得更近。“村居篮球赛不仅是一个球

赛那么简单，一支球队背后就是村居

的精神和凝聚力。”在区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

长梁惠颜看来，凝聚村民、团结乡贤

才是“百村篮球赛”意义所在。

近年来，儒溪村抢眼的表现也印

证了这一点。篮球队在比赛之余，主

动协助村居开展三清三拆工作，利用

球迷关系劝说村民做好门前屋后清

理、处理邻里矛盾等。以点带面带动

球迷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儒溪村的文体队伍、志愿力量百

花齐放，成为一道道闪烁的微光，凝

聚起儒溪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团结力

量，儒溪村先后荣获南海区乡村振兴

精品示范村、佛山市“百里芳华”乡村

振兴示范带的核心区、广东省乡村治

理示范村等荣誉。

一项体育赛事可以改变一个村，

持续不断的文明创建则可改变一个

社会。在过去，电动自行车上楼问题

屡禁不止，现在不少小区实现楼下停

放或者小区外停放；在过去，驾驶电

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问题突出，现在

多数车主已经养成自觉佩戴头盔好

习惯；在过去，汽车乱停乱放现象频

发，现在不少车主规范停车行为。

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今年，南海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深化

乡村文化振兴创新推动基层治理专

项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围

绕传承乡村文化基因、提升村（居）民

文化认同、弘扬新乡贤文化、全力打

造村民文体生活新阵地等9个方面，

为村（居）民打造了全方位的成长计

划，致力以文化人解决基层“政府干、

群众看”难题，为推动南海基层治理

现代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

春风化雨
持续输出浸润人心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付艳霞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许雪花梁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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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用灯光秀提醒广大市民树牢“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2022年南海区百村（居）男子篮球赛决赛现场。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大沥镇大镇社区读书驿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