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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是嶺南文化的發源地之一，佛山
禪城區更是粵劇發源地，粵劇文化、功夫
文化、龍獅文化、陶藝文化等底蘊深厚。
此次出台《方案》，旨在將佛山禪城打造
成嶺南文脈之城。

佛山的嶺南文化元素在港澳地區知曉
度較高，此次禪城首次明確將構建[1+2+
3+N] 「嶺南文脈軸線」 空間結構的 「嶺南
文脈軸線」 。其中， 「1」 為傳奇禪城嶺南
文脈主軸，北起禪城區汾江河汾流古渡，
一直南伸至東平河城市秀台； 「2」 指的是
構建 「佛山古鎮」 發展新格局、打造 「美
陶灣」 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 「3」 為古韻
汾江嶺南文脈支線、陶醉禪城嶺南文脈支
線、潮動東平嶺南文脈支線； 「N」 為沿
線若干文保單位、歷史建築、特色街區、
民俗印記等節點。

匯聚非遺傳人 文創文旅資源
據介紹，佛山禪城將提升梁園、蓮花

南、任圍等八大歷史文化街區人文環境，
復原汾流古渡（正埠碼頭）場景；加強祖
廟嶺南聖域、國公古廟鑄造聖地、塔坡佛
山初地、瓊花會館粵劇聖地、鴻勝館武術
聖地、霍氏古祠建築群、黎沖狀元井等重
要文化場所的宣傳推廣。

同時探索建設以嶺南天地、梁園為基
礎的粵港澳大灣區首個 「嶺南非遺天
地」 ，推動佛山乃至粵港澳大灣區非遺要
素、非遺產品、非遺人才、佛山IP、文創
產品、旅遊資源等全要素廣泛集聚、集中
展示、市場運作，使之成為粵港澳大灣區
嶺南文化展示窗口。

吸引港青北上 活化嶺南文化
近年來，佛山已經吸引大量港澳文創

人才北上，推動嶺南文化活化。在佛山創
業和創作的香港社群藝術家王丹媚看到
《方案》很振奮，未來將吸引更多港澳設
計人才、藝術人才乃至產業界人才到佛山

創新創業。
《方案》提到，整合高校、

嶺南文化傳人、商業機構、產業
資本等資源，通過與當代藝術、

數字創意、流行趨勢、產業科技的跨界融
合，打造一批有生命力的嶺南文化創新IP
集群，形成嶺南文化新優勢新傳統，推動
禪城成為嶺南文化新國潮聖地，並逐步探
索出嶺南文化創新IP跨界賦能製造業轉型
升級的發展模式。

王丹媚指出，這些舉措，將匯聚文創
領域各個鏈條的人才、資本，共同壯大文
創生態圈。未來，期待在佛山開展更多創
作，同時也帶動港澳青年到佛山開展文化
創意工作，推廣壯大大灣區非遺文化。

記者了解到，已在佛山工作多年的王
丹媚，將社群藝術帶到佛山，聯動當地設
計了不少社群藝術作品，承擔多個政府項
目，傳承創新嶺南非遺文化。即便在疫情
之下，王丹媚也在不斷參與兩地的文創和
非遺交流。今年的 「同一屋簷下，佛港一
家親，慶祝香港回歸廿十五年」 的慶港回
歸文化交流，由王丹媚參與策劃。她採用
激光雕刻技術，帶動45名佛山和香港青年
參與，創作佛山非遺和香港文化符號相結
合的黑桃木小屋簷。目前，當地青年企業
家已表達收藏意願，接下來，雙方將在非
遺方面將開展更深入合作，推廣壯大大灣
區非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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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門巨型花籃亮相 市民打卡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中國

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今年10月
16日在北京召開。大公報採訪了解到，今年
國慶花籃、花壇布置以 「喜迎二十大，奮進
新征程」 為主題，天安門廣場中心布置頂高
18米的 「祝福祖國」 巨型花籃，長安街沿線
安排14組精心設計實施的立體花壇。目前，
國慶慶祝花壇布置接近尾聲，國慶巨型花籃
組裝完畢已整體亮相。

今年天安門廣場中心 「祝福祖國」 巨
型花籃頂高18米，以喜慶的花果籃為主
景，籃內主花材選取了十種花卉和十種水
果象徵十全十美，體現花團錦簇、碩果纍
纍喜迎二十大的美好寓意。花壇底部直徑
48米，為向日葵圖案，寓意朵朵葵花向太
陽。 「祝福祖國」 巨型花籃的籃體南側書
寫有 「祝福祖國，1949-2022」 ，北側書

寫 「喜迎二十大」 。天安門廣場兩側綠地
則延續吉祥如意花帶布置方式，花卉布置
總面積5050平方米，兩側還將布置花球共
18個。

今年長安街沿線將布置主題花壇14
處。東長安街7處花壇以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主線，展
示中共十八大以來偉大祖國取得的輝煌成
就。西長安街7處花壇以共創健康、綠色、
文化、富裕美好生活為主線，描繪人民幸
福生活新篇章及展望美好未來。在北京東
單東北角，專門布置 「創新發展」 花壇，
花壇以宇航員遨遊太空和海斗號探索海洋
為主景，配以中國空間站、玉兔號月球車
等，寓意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喜 迎 二 十 大

▲北京東單東北角布置 「創新發展」
花壇。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

▲9月2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 「祝福祖國」 巨型花果籃吸引
參觀者。 中新社

▲北京市東長安街沿線的 「喜迎盛
會」 主題花壇吸引市民拍照。 中新社

佛山擬建非遺天地 傳承嶺南文脈
升級八大歷史街區 推動灣區文化互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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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青年在佛山體驗不同流派的佛山功夫。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廣東佛山是粵劇發源地，許多粵劇粵曲 「私伙
局」 面向粵劇愛好者開放。 中新社

▲遊客喜歡在佛山嶺南天地取景拍照。 新華社

一軸：以文物建築、
歷史建築、文

化場館、特色街區等組成的
嶺南文脈主軸作為串聯 「佛
山古鎮」 文商旅產業的關鍵
軸，打造歷史融合現代、特
色兼具創新、生態宜居宜業
的嶺南廣府文化集聚街區。

一核：在確定嶺南文
脈主軸線的基

礎上，以禪城區祖廟聖地為
核心，以東華里古建築群為
產業依託，打造一站式文商
旅體驗核心。

六片區：劃分汾流
古渡、品

街三市、仁壽問禪、任圍百
工、塔坡初地和垂虹潮巷六
大片區，融入 「佛山古鎮，
精彩自然來」 的理念，讓六
個片區立足自身發展優勢深
挖資源稟賦，各自出彩。

大公報記者 敖敏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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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製作影視精品 港兼備人才創意
【大公報訊】記者敖敏輝佛

山報道：《佛山市禪城區打造嶺
南文脈之城三年行動方案》提
到，在大灣區文化交流合作方
面，發揮佛山與港澳文化同源、
地域相近、人文相親的優勢，深
度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流合
作。專家指，粵港同根同源，在
賡續和傳揚嶺南文化、打造嶺南
文脈方面，香港角色至關重要，
可發揮其聯通海內外、創意設計
人才、拍攝製作等多方面優勢。

佛山市武術協會常務副主

席、非遺文化保護專家余耀泉表
示，在共同壯大嶺南文化影響力
方面，粵港已經有一些非常好的
先例，是一種新路徑，未來可以
繼續開展。 「例如詠春拳和葉問
影響力的提升，香港有很大的功
勞。香港專業團隊發揮人才、技
術等優勢，拍攝詠春拳系列電
影，帶來非常好的市場反響。」
余耀泉說。

《方案》提出，講好 「嶺南
味」 故事，推動具有影響力的節
目、融媒產品在粵港澳大灣區、

國內、海外傳播。由香港團隊拍
攝的《無窮之路》就是一個很好
的典範，它造成的轟動效應，相
信將啟發社會各界。可以看出，
香港並不缺乏團隊、創意、拍攝
和製作，應該吸引他們深入到佛
山等地挖掘嶺南文化，推出高品
質的嶺南文化作品。

余耀泉表示，目前期盼盡快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非遺文化交流
中心，組建行業聯盟，推出務實
舉措，推動嶺南文化影響力的同
時，以文化壯大產業。

飛索珠江口 伶仃洋大橋主纜完成架設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

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核心交通
樞紐 「深中通道」 建設又有新突
破。兩根長約3公里的主纜從伶
仃洋大橋東、西兩座主塔上方近
日順利跨越1666米水面。記者
25日從廣東省交通集團獲悉，深
中通道伶仃洋大橋主纜索股完成
架設。據悉，伶仃洋大橋為主跨
1666米的懸索橋，主塔高270
米，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徑海中鋼
箱樑懸索橋。

主纜為懸索橋的主要承重構
件，有着懸索橋 「脊樑」 之稱。
伶仃洋大橋左右幅共設兩根主

纜，單根主纜由199根索股組
成。每根索股由127絲、直徑6毫
米的2060兆帕高強耐久鋼絲組
成，單根索股可承擔極限拉力高
達740噸。深中通道管理中心總

工辦工程師陳煥勇說，結合伶仃
洋大橋所處的海洋環境，研發了
全新的合金鍍層鋼絲，大幅提高
主纜的防腐耐久性。

據透露，伶仃洋大橋接下來
將轉入緊纜、索夾和吊索安裝階
段，為今年底明年初開展伶仃洋
大橋鋼箱樑架設奠定基礎，整個
緊纜工序將在一個月內完成。作
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交通主動脈，
深中通道計劃於2024年建成通車
後，將改變珠江東西兩岸的交通
格局，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主要城市間 「1小時生
活圈」 形成。

▲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橋主纜索股
完成架設。 受訪者供圖

▲佛山禪城「嶺南文脈之城」暨「佛山古鎮」
建設啟動儀式舉行。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