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村
聚
人
气
﹃
研
﹄
途
皆
风
景

A08 网红 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陈婷 美编李世鹏

一周网闻

大型烟花秀
■事件回顾

近日，里水与广东海豚湾

大剧院有限公司合作打造大

湾区首个以大型烟花秀为主

题的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

11月23日，首场开幕演出将

会以贤鲁岛之夜为主题，以

“烟花+无人机+大型歌舞”的

综合表演形式，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大型烟花秀场。

■网友声音
@锦瑟：这不仅是烟花

秀，更是一次文化的展示！

@小林：听起来就超级震

撼。

■时报微点评
今年以来，南海把人文经

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率

先在大湾区探索文化与经济

交融共兴的实现路径、实践样

本。里水与广东海豚湾大剧

院有限公司合作打造大湾区

首个以大型烟花秀为主题的

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为梦里

水乡旅游观光带进一步打造

特色 IP，辐射带动南海人文经

济全面发展，力争成为广佛融

合发展区域开放融合的发展

标杆。

免票
■事件回顾

即日起2024年12月31
日，南海影视城对全国全日制

在校大学生（包括大专生、本

科生、研究生）免门票，持学生

证或出示学信网信息，转发南

海影视城微信公众号推文至

朋友圈，即可免费入园。

■网友声音
@bu：既能省钱，又能感

受影视城的魅力，必须支持！

@青苹果：故宫风格的大

片，太让人心动了。

■时报微点评
黄瓦红墙、朱门金殿……

在南海影视城，也能拍出刷爆

朋友圈的故宫大片。南海影

视城对全国全日制在校大学

生免门票，推动更多年轻人走

进这座影视文化的宝库，领略

古典建筑之美。这样的文化

福利还等什么，快约上旅游搭

子，一起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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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乡村研学游
“热力十足”，罗行艺术
墟焕新“翻红”。在乡
村振兴的大潮中，南海
正通过聚拢人气，让乡
村处处皆风景。

11月 12日，南海
发布乡村研学地图，串
联起七镇街的27个研
学点和 26 条研学路
线。紧接着，里水研学
旅游计划和五彩地图、
大沥中小学生研学路
线相继推出。一系列
乡村研学游活动在南
海蔚然成风，不仅为学
子们打开了一扇全面
了解乡村的窗口，也为
乡村发展聚集了旺盛
的人气。

南海的乡村，看得
见的是人气与活力，看
不见但更深刻的是人
文。有了艺术的加持，
罗行艺术墟一跃成为
年轻人的“心头好”。
首个月度主题墟日艺
术家集结，丰富活动吸
引了众多市民打卡。
可以预见，常来常有、
常开常新的罗行艺术
墟将为南海乡村注入
更多人文经济的新时
代基因。

■事件回顾
11月12日，南海发布乡

村研学地图，涵盖七镇街27个
乡村研学点及26条研学路线；

11月13日，里水发布研学旅

游计划和乡村研学五彩地图，

大沥推出8条适合中小学生的

乡村研学路线。一系列乡村研

学游，正在南海逐渐兴起，为学

子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南海乡

村的窗口，更给南海乡村聚拢

了人气，为乡村发展开辟了新

路径。

■媒体聚焦
南方+：乡村研学实则是

乡村魅力与文化的对外宣传推

广窗口，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具有广阔的潜力和无限的

想象空间。今年，南海

区委区政府积极推进

“百千万工程”，

通过人文赋能乡村美学，挖掘

乡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推

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广州日报：当前，南海正

重点推进乡村研学旅游，全

面梳理和挖掘“百千万工程”

和乡村振兴的亮点，引导青少

年、大学生和新市民等群体深

入乡村进行了解，同时推动乡

村经济发展新型模式，促进乡

村经济焕发新活力。

佛山日报：发展乡村研

学游，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

略举措。这一活动不仅能够

生动展示乡村振兴的丰硕成

果，成为深化乡情教育的有力

载体，还将通过激活乡村经济

活力，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南

海将把乡村研学游定位为全

区研学市场的精品赛道。

■网友声音
@百叶草：乡村研学游，

让乡村焕发生机，让孩子们收

获成长，点赞！

@白云满天飞：期待

更多乡村受益。

■时报微点评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聚

人气”。乡村能否振兴的一

个重要标志，是看乡村能否

吸引人和留住人。广泛开展

乡村研学游，展现了南海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前瞻性和

创造性。通过“引客下乡”，

持续为乡村带来了人气和活

力，推动乡村提升整体风貌

与吸引力，这种模式有效地

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

展，实现了教育、经济、文化、

生态等多方面的共赢，为乡

村振兴开辟了新的路径。

给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研 学 热

■事件回顾
11月9日至10日，罗行艺

术墟首个月度主题墟日“竹艺生

活”如期而至。多名艺术家再度

集结，与市民游客深入互动，免

费展览、工作坊、音乐会等活动

集中上线。从本次月度主题墟

日开始，丹灶将坚持每月在罗行

艺术墟办好一次主题墟日，努力

让罗行墟这个百年老墟持久活

起来，打造人文经济学驱动的南

海乡创样板。

■媒体聚焦
人民网：罗行墟位于北江

支流边的一个小乡村，因竹编手

工业而闻名，曾是广东三

大墟市之一。随着塑料、

不锈钢等现代器具

的普及，罗行竹编

手工业逐渐失去了

光 彩 。

近年来，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创

作，重新唤醒了这个传统墟市的

活力。

中国新闻网：今年以来，丹

灶以“文产特派员制度”为抓手，

积极发挥文产特派员向阳、夏诗

源等艺术家的带头作用，带动更

多艺术家驻留罗行墟进行在地

艺术创作，将百年老墟打造成罗

行艺术墟。

金羊网：罗行墟的真正焕

新，始于当地政府请来了作为

“文产特派员”的艺术家。在罗

行，他们用心走访，对现有的事

物细细琢磨；他们从乡野的风景

与人情中汲取营养，展开自己的

创作，孕育出丰盈的“谷禾”。

■网友声音
@雨一直下：期待更多艺

术家加入，让罗行墟焕发出新

的生机。

@美美：这让我想起了小

时候的墟市，满满的回忆。

■时报微点评
罗行艺术墟的乡村振

兴之路，展现了多方合力的

强大力量。政府的有为、艺术

家的身体力行、村民的家园情

怀，共同提升了罗行艺术墟的

人气。这个平台不仅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活力，也让传统竹

编手艺焕发新生。艺术的力量

在此显现，让罗行艺术墟成为

年轻人心中的热门地标。这是

一场艺术与乡村振兴的共赢

之旅，值得点赞和期待。

育出丰盈“谷禾”罗
行

艺 术 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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