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址 ：佛 山 市 南 海 大 道 北 57 号 邮 编 ：528200 传 真 ：81212638 新 闻 服 务 电 话 ：81212532 发 行 服 务 电 话 ：83872000 广 告 热 线 ：81212629

互 动 微 博 ：https://weibo.com/zjsb 互 动 微 信 ：珠 江 时 报（微 信 号 prtimes）广 告 许 可 证 号 ：440600100003 印 刷 ：佛 山 珠 江 传 媒 印 务 与 发 行 有 限 公 司

要闻 2
2025年2月17日 星期一 责编刘浩华 美编杨淑萍

从握手到共赢，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碰撞，往往能产生令
人瞩目的“化学反应”。人文引领，科技推动，南海该如何奋
力驰骋？

2月14日，南海举办“人文引领 科技驱动”艺术家、科学
家推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来自文化、科技领域的大咖们热情
交流，共同为南海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共享共融献计献策，聚
力打造人文经济引领区，为南海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

“我们将大力发展人文经济，既为南海做业态，更为南海做
生态，让广大艺术、科技人才在南海深扎根、快成长。”座谈会上，
区委书记顾耀辉强调，要加强交流、打通壁垒、跨界合作，以艺术
和科学的“珠联璧合”，促进南海发展的“向新而行”。

艺术家“各显神通”
赋能人文经济引领区建设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背后少不了人文气息与文化底色。当前，

南海正通过“大地艺术节”“墟游记”等文旅品牌活动，打响城市知

名度，以文化优势推动城市能级跃升，展现艺术赋能产业发展的

人文经济样板。

“艺术节实际起到的是一种让外界‘看见南海、看懂南海、

看好南海’的作用。”在大地艺术节团队、瀚和文化公司副总

经理何海洋看来，艺术节可以有力有效地成为南海区人文

经济引领区打造过程中的“启发点、转化器、宣传栏、样板

间”。

自首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成功举办以来，其影

响力持续扩大，第二届艺术节延期至2月14日，也展

现了群众的关注与热情。何海洋介绍，当前第三届

南海大地艺术节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希望通过

更多、更系统、更生动的在地创作艺术品，让艺术

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进入到生产与生

活之中。

去年10月，“墟游记2024·罗行艺术

墟”首次亮相，得到了居民和观众的认可，

并入选全国乡村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墟

游记”活动策划总监柳莎介绍，罗行艺

术墟现已常态化运营，每月策划主题

墟日，团队也开发更多竹艺相关产品

和延伸文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通

过创意竹编有了更高的价值转

化。2月14日至16日，罗行艺术

墟举行“爱的流动”主题墟日，艺

术家、社会团体、企业以各种形

式加入罗行艺术墟人文经济示

范点的打造，未来更多的工作

坊、分享会、新的艺术展、艺术

演出等内容也将月月有呈现。

文艺可以描摹出一座城

市的“根”和“魂”，也可以为城

市积蓄前行的力量。在“如何

赋能人文经济引领区建设”这

个话题上，艺术家们各有招

式、各显神通。

“南海的人文经济就像一

幅画——政府搭好画布，科学

家调出科技色彩，我们艺术家

负责‘泼墨挥毫’，而每一位南

海人都是画里的风景。”南海深

厚的人文特质吸引着南海艺术

高中校友会会长、青年艺术家卢

焯健。在他看来，南海可以开放

更多闲置空间让艺术家认领，政府

给予启动支持，企业出资运营，用艺

术激活空间带动经济；定期举办艺术

竞赛，政府出题，艺术家参与其中，用

艺术孵化古村、城市设计；打造“艺术科

技实验室”，让艺术家出创意，科学家出

技术，企业出场景。

南海区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结对

儒溪村艺术家陈营锋表示，希望用作品反映

当下的南海，通过系列美术作品，组合成南海

的“富春山居图”；把闲置空间打造成乡村美学馆

的样板，为南海增添更多文化风景线。

南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获广东省鲁迅文学艺

术奖的《摇啊摇，疍家船》作者洪永争表示，将通过进一

步学习南海的历史，深入生活，通过艺术的手法，写出南

海的内涵，诠释南海的精神；通过阅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艺

术修养，查漏补缺。他提到，目前他的作品已陆续在国外出版，

希望能够通过文学作品向国际社会展现南海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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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推动文化进步，文化滋

养科技创新，共同服务于新质生

产力发展。因此，打造人文经济

引领区，需要艺术与科学的“双

向奔赴”。

在顾耀辉看来，艺术家、科

学家是宝贵财富，是引领南海发

展的重要力量。2024年南海

GDP突破4000亿元，一举夺得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二名、全

国投资潜力百强区第二名、全国

科技创新百强区第二名、全国绿

色发展百强区第二名“四料榜

眼”。

接下来，如何发挥艺术家、

科学家的力量，打造人文经济引

领区，建设更具人文特质的现代

化活力新南海？关键在于让艺

术和科学在更多领域继续深入

“对话”。

“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打通

壁垒、跨界合作，以艺术和科学

的‘珠联璧合’，促进南海发展的

‘向新而行’。”顾耀辉表示，南海

将大力发展人文经济，既为南海

做业态，更为南海做生态，让广

大艺术、科技人才在南海深扎

根、快成长。

顾耀辉寄语广大南海艺术

家、科学家，希望大家拼搏进取、

创新创造，在四个模式变革中找

准切口，助力南海在聚力打造人

文经济引领区中实现突破、成就

自我。

一是在引领城乡融合模式

变革中找准切口。积极运用艺

术思维、科技手段参与城市规

划、建设、运营，盘活城乡

资源、激活城乡

价 值 ，打

造一批具有科学感、艺术范的城

乡空间，把南海变为奇思妙想的

乐园、摸索实验的学校、人才集

聚的高地、引领未来的摇篮。

二是在引领产业升级模式

变革中找准切口。结合南海产

业发展实际，大力探索更多“科

技+制造”“文化+制造”“艺术+制
造”的创新实践。同时，积极对

碰思想火花，挖掘合作机会，通

过科技支撑、艺术赋能培育出一

批创新成果，诞生一批既拥有技

术“肌肉”，也凸显艺术“线条”的

优质企业。

三是在引领社会治理模式

变革中找准切口。通过文化艺

术唤起人们“共建美好家园”的

强烈意识，通过现代科技帮助南

海做好精准感知、源头防控，汇

聚人文科技之力为基层社会治

理固基、提质、增效。南海也将

积极推动各方开放基层社会治

理应用场景，为各位艺术家挥洒

创意灵感，各位科学家开展技术

研发、成果转化提供充足空间。

四是在引领文化发展模式

变革中找准切口。希望艺术家、

科学家加强思维碰撞、对接合

作，不断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

展，促进高新技术广泛渗透到文

化产品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

体验等各个环节，培育新的文化

业态并赋予传统业态新的内容、

新的形式，创造更高品质、更加

多元的精神文化生活。

顾耀辉在现场承诺，南海将

营造一流人才发展环境，让南海

成为艺术家、科学家创新创造的

沃土，一方面打造宜业工作圈，

让艺术家、科学家安心创业；另

一方面打造宜居生活圈，让艺术

家、科学家舒心生活。

艺术的“奇思妙想”
引发技术的“火花飞溅”

文化兴则南海兴，科技强则南海

强。而人文鼎盛和经济繁荣，历来互

相促进、交相辉映。

“让文化成为区域经济的流量密

码，引领带动科技工业向上、向善、向新，

守护南海岭南山水的诗情画意。”仙湖实

验室党委副书记王志方认为，南海吸引

越来越多科技人才扎根发展，背后离不

开人文和科技的双重力量。他从文化引

领、科技赋能、政府有为等方面给出独到

见解，呼吁艺术家、科学家携手推动南海

高质量发展。

艺术的“奇思妙想”，常能引发技术

的“火花飞溅”，越来越多南海企业从人

文视角出发，努力探察人文经济相融

相生的规律，一步步推动发展逻辑之

变。

“我们研发了一款车载除味包，

一开始没有市场竞争力，后来通过

加入在地特色文化对外形重新设

计，这款产品就焕发出了新的

生命力。我们致力于让科技

服务既有技术的力度，也有

文化的温度。”佛山华南新

材料研究院院长助理邓

伟说，研究院正从平台、

工艺和产品三个层面

着手，通过向文化

机构提供检测服

务，把艺术要素

融入产品设计，积极为科技工作者

提供文化跨界服务。

当前的南海，艺术正赋予科技

以创造和想象。“奇遇科技积极探索

文化产品开发，将文化元素融入产

品和服务，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和经济效益。”在奇遇新材料科技

（佛山）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朋飞看

来，艺术赋能企业发展的前景十分

广阔，接下来将继续打造独特的品

牌文化，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

2024年南海全区累计接待游

客 2502.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62%。座谈会上，广东海聊卫

星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颜志威提

到，景区管理与运营、应急救援与安

全保障、智能导航与导览……“北

斗+文旅”的应用场景丰富多元，实

现了人文与科技的强强联合；广东

省南山医药创新研究院院长周荣则

抛出健康人文概念，为南海人文经

济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以科技之力显人文之美，以科

技之活富人文之用，以科技之链聚

人文之势。”广东光晶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陈宏以钙钛矿光伏

科技为例，阐释如何让技术创新为

传统文化赋能，成为人文经济的造

血细胞，探讨科技和人文的共生共

创之道。

在四个模式变革中找准切口

助力打造人文经济引领区

▲青年
科
学家们在仙湖实验室参观。

▲广东千古情景区

假期人气火爆。

▲艺术家在大地艺术节的艺术装置《顺风顺水》前合影。

▲丹灶罗行

艺术墟常态

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