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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高質發展文旅產業
保護活化
文物非遺

以潮汕地區等為抓手
，逐步推出新一批省
級文物保護單位和非
遺代表性項目保護單
位，健全嶺南考古學
文化譜系，培養新一
代嶺南文物非遺項目
傳承人。

轉化創新
文旅產品

做大做強數字文化、
創意設計等產業，促
進文創產品和文旅融
合產品高質量開發，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
化創意設計大賽和 「
廣東有禮」 「嶺南手
信」 等品牌。

建設嶺南
特色文化

推動粵劇文化中心盡
快立項，適時推出新
一批廣東十大音樂，
建設好嶺南文化名家
和青年隊伍，挖掘粵
劇、廣東音樂、嶺南
美術等嶺南文化創新
創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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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積極培養
傳承人，讓非物質文化遺產綻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 「在改造老城、開發新城過程中，要保護好城市歷
史文化遺存，延續城市文脈，使歷史和當代相得益彰
」 。考察廣東期間，習近平主席對文化建設十分重視
，殷殷囑託，催人奮進。廣東各地文化工作者正堅持
用 「繡花」 功夫進行保育活化，使歷史文化街區、文
物建築等 「活起來」 。據了解，廣東將培養新一代嶺
南文物非遺項目傳承人，健全嶺南考古學文化譜系，
挖掘嶺南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2020年度廣東省文物古蹟
活化利用典型案例推介活動」 評
選結果日前出爐，經過專家審核
和討論，最終15個項目脫穎而出
。此次習近平主席考察廣東時參
觀的潮州廣濟橋以及位於汕頭小
公園片區的汕頭中央紅色交通線
舊址均入選典型案例，這讓不少
文物保護從業者倍感興奮。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
曹勁表示，近年來廣東對文物古
蹟的保護活化進行了多種嘗試，
包括引入民間資本參與，大型企
業扶貧，或是把文物保護納入美
麗新農村建設等，正是堅持用 「
繡花」 功夫對歷史文化街區、文
物建築等進行改造，才使廣東不
斷湧現出一批歷史文化街區保育
、鄉村振興和文物建築活化利用
的典型案例，成為新晉網紅打卡
景點。

探古蹟獨有活化模式
曹勁告訴大公報，習近平主

席考察廣東期間對 「加強歷史文
化街區保護」 的指示，為文化工
作者們指明了目標和方向，廣東
文物考古界將以此次評選活動為
契機，鼓勵大家開拓思路，根據
不同文物古蹟的獨有特色去摸索
一個適合的模式，讓更多文物古
蹟得到更好的保護和活化。此前
曾堅持20個春秋行走老街、記錄
與挖掘歷史的古粵秀色會長楊華
輝告訴記者，習主席的講話讓文
保志願者很受鼓舞，也更有底氣
，他希望將這種心情和願景創作

成一首名為《廣州是我家》的歌
曲，讓更多地道的廣州美景入鏡
，以音樂、以情懷、以歷史的形
式展現讓更多人愛上這座城市。

打造「廣東有禮」品牌
據了解，接下來廣東將加大

文物非遺的保護和活化力度，以
潮汕地區等為抓手，逐步推出新
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非遺代
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健全嶺南考
古學文化譜系，培養新一代嶺南
文物非遺項目傳承人。另外將抓
好一批文創產品和文旅融合產品
的轉化創新，做大做強數字文化
、創意設計等產業，促進文創產
品和文旅融合產品高質量開發，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意設計
大賽和 「廣東有禮」 「嶺南手信
」 等品牌。同時還將加強粵劇、
廣東音樂、嶺南美術等嶺南特色
文化建設，推動粵劇文化中心盡
快立項，適時推出新一批廣東十
大音樂，建設好嶺南文化名家和
青年隊伍，挖掘嶺南文化創新創
造活力。

不僅如此，廣東還提出將深
化粵港澳文化和旅遊合作，建設
人文灣區、休閒灣區，打造世界
級旅遊目的地。並將推動廣深港
澳珠等城市串珠成鏈，打造灣區
風貌旅遊 「金項鏈」 ，推出一批
大灣區精品旅遊線路，聯合將港
珠澳大橋打造成為世界級地標景
區景點，舉辦粵港澳青年文化之
旅等交流活動，講好中國故事、
廣東故事、灣區故事。

「習主席視察之後，近日無論是牌坊街的卓桂芬大
師工作室，還是在廣濟橋上進行潮繡展演，都受到更多
市民遊客關注，大家對潮繡技藝的精妙紛紛表示驚嘆。
」 在潮繡得到國家主席習近平點讚之後，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潮繡技法市級傳承人李曉丹更加堅定了做好文
化傳承工作的信心。

吸引年輕人學潮繡絕活
從小跟隨媽媽卓桂芬學習潮繡，李曉丹對這門技藝

充滿了感情。李曉丹認為當下要傳承潮繡技藝，一方面
要加強基本功的傳授，另一方面是走近百姓生活，吸引
更多年輕人參與其中。

李曉丹告訴大公報，未來她將堅持參與廣濟橋非遺
集市的展演，讓更多人了解潮繡，另一方面要將新成立
的李曉丹輔導驛站打造成一個提高刺繡技能和交流學習
的窗口，讓非遺傳承真正 「活起來」 。

注重傳承的同時，越來越多非遺傳承人重視將傳統
與時尚結合，通過開發各種文創產品，吸引年輕人的目
光。在廣州首條非遺街區—永慶坊，醒獅非遺項目傳
承人趙偉斌展示了一款 「醒獅」 體感機器人，它會打鼓
、舞獅，而且毫秒級響應。在醒獅傳承人工作室（趙家
獅非遺生活館）裏面，有獨立版權的醒獅文創產品達100
多個，每天有大量遊客前往參觀、購買。

形式日漸多樣化是當下非遺項目傳承的一大特色。
粵劇名家歐凱明研究創作了一批劇目，還拍攝了紀錄片
等。歐凱明說， 「粵劇必須要培養一批有理想有志氣的
青年人來傳承。」 通過戲劇的孵化計劃等手段，如今已
培養一批在舞台上獨當一面、傳承文化的人才。

麻石路、青磚牆、趟櫳門、滿洲窗……穿行在廣州
市荔灣區永慶坊的狹窄巷道，濃郁的西關風情撲面而來
。永慶坊外，10間非遺大師工作室一字排開，廣彩、廣
繡、醒獅等精品琳琅滿目，隨手一拍皆是嶺南風。這是
廣州首個非遺街區，一個供遊人品味廣州百年老街市井
氣息、體驗嶺南文化藝術魅力的 「新窗口」 。

2018年10月，習近平主席到廣州考察，來到荔灣區
西關歷史文化街區永慶坊。從此，永慶坊熱度持續不減

。今年8月，永慶坊作為廣州首個非遺街區正式掛牌
，邀請10家非遺傳承人工作室進駐永慶坊。

從此，廣州首個非遺街區遊人絡繹不絕。趙家獅
非遺生活館開業當日吸引1600多人進店參觀體驗，日
營業額達到1.5萬元人民幣， 「廣東醒獅」 代表性傳
承人趙偉斌說 「以前想都不敢想」 。廣州市級廣繡傳
承人李敏也表示，如今工作室進駐永慶坊，不僅有了
一個展示傳播的空間，同時也為非遺大師們提供一個
交流創作的平台。

永慶坊的蝶變正是廣東推進文化遺產保護與活化
利用的重要成果之一。今年國慶黃金周期間，永慶坊

4A級旅遊景區及非遺街區8天共接待遊客同比增長
48.60%，成為海內外遊客熱捧的新打卡點。

大師雲集 永慶坊變打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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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創 傳統時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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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少兒演員在廣州永慶坊歷史文化街區鑾輿堂門前進行粵劇行當
展示 資料圖片

科技賦能 一日遊廣州穿越三千年
戴上VR設備，通過乘坐飛行

器720°欣賞廣州塔建築之美，
遊客實現 「一日遊廣州，穿越三
千年」 夢想；借助直播平台，孩
子們足不出戶就能學習到音樂啟
蒙、音樂劇表演、古箏等課程
……科技賦能，使近年廣東文化
和旅遊主要指標持續穩居全國前
列，文化產業增加值連年位居全
國第一，約佔全國文化產業總量
的七分之一。

作為在廣東發展起來的 「科
技＋文化」 互聯網企業，酷狗向
來重視優質原創內容的創作和精

品IP打造工作。
在原創音樂方面，酷狗扶持

鼓勵原創音樂人入駐並發布原創
音樂作品；傳統戲曲庫打造上，
可以搜索到10餘種傳統地方戲曲
，198位戲曲表演藝術家的10137
個曲目，每個月有1億多90後、
00後新生代用戶在酷狗音樂對非
遺 「流連忘返」 。

這不過是科技賦能文化產業
的一個縮影。據了解， 「文化＋
技術」 的組合，催生動漫、網絡
遊戲、網絡音樂等新業態，推動
廣東文化產業發展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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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仙坑村榮封第
惠州東湖旅店
東莞寒溪水村古民居
廣東省科技考古基地
（江門陳白沙祠）
潮州廣濟橋
雲浮蘭寨古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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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楊匏安舊居
廣州東平大押
廣州鄧村石屋
深圳大鵬所城
珠海會同祠及古建築群
汕頭中央紅色交通線舊址
佛山碧江古建築群
韶關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
韶關乳源西京古道

2020年廣東文物古蹟
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名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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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繡 網絡圖片

▲潮州木雕 網絡圖片

▲西關打鐵 網絡圖片

▲▲潮州廣濟橋潮州廣濟橋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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