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剧艺术博物馆，两位演员正在表演。

■如今的农讲所，化身为红色教育基地，延续着红色血脉。

■经过微改造后的旧南海县社区，成为广府文化的一个“展示窗”。

文明城市
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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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路、红砖墙、大榕树……走
进越秀区六榕街旧南海县社区，时光
仿佛变慢，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历史
文化气息。 2017 年旧南海县社区纳
入国家住建部老旧小区改造试点，项
目面积 4.28 公顷， 为惠吉西和惠吉
东的两街三坊格局，2019 年 10 月完
工。 经过微改造后的旧南海县社区，
如今成为了广府文化的一个 “展示
窗”， 当地居民的生活迎来了幸福蝶
变。

“这里历史悠久， 有大公报的临
时旧址，也是著名作家欧阳山代表作
《三家巷》的原型地，是一个拥有丰富

红色印记的社区。 ”旧南海县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叶露雅说，“我们
从红色文化中吸取奋进的力量，开展
社区建设。 通过微改造契机，积极打
造社区党群服务站、 环保生活空间
站、社区党性教育基地、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增设长者饭堂等。 ”

她提到，尤其是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建站之后，志愿者由原来两支队伍
20 来人变成了四支队伍 80 多人，志
愿服务更为多元了：由原来单一的上
门慰问老人，发展到现在的垃圾分类
宣讲、社区导赏、上门送餐、爱绿护绿
等。 “志愿服务带动了周边居民文明

素养的提升，居民与志愿者队伍一起
积极参与到社区共建共治共管中
来。 ”

文明的薪火， 也通过志愿者的
手，在社区代际相传。 广州市侨颐社
会服务中心总干事邹粤红说， 社区
的居民和志愿者会为社区内行动不
便、高龄独居的老人送餐上门，代购
物品。 现在，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
社区的孩子也主动加入了送餐队
伍，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老人们生活开心 、舒心 ，我们也感
觉到这份工作非常有意义。 ”邹粤红
笑着说。

城事

红色文化领航 广州以文塑城展现人文之美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

它能让这座城市更具吸引力和
创造力。在城市规划、改造和建
设中， 只有深刻挖掘城市文化
内涵，努力塑造城市文化符号，
真正用文化为城市立魂， 以文
化推动城市文明深化， 城市才
能富有特色与活力。

凯风自南， 于斯为盛。 广
州，拥有 2200 多年建城史，历
史底蕴厚重，自古商贸繁盛。在
这里，红色文化 、岭南文化 、海
丝文化、创新文化相互渗透、融
合发展，熠熠生辉。 当前，广州
正坚持以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
新出彩为引领，以文化人、以文
塑城、以文兴业，以红色文化为
领航，传承城市文脉，奋力打造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城市范例。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摄影：新快报记者 夏世焱

【文化铸魂】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广州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是一座
红色之城、英雄之城。 今年 3 月，广州公布了“家
门口的红色学堂”名录，包括 214 处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8812 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83 个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13 个国防教育基地。 为广大党员
和市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瞻仰红色革命遗址、参
加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阵地资源和“活教材”。

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越秀区农民运动讲
习所旧址（简称“农讲所”）升级改造后首次“亮
相”，成为热门“打卡地”。农讲所原址为明代建造
的番禺学宫，这里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绿树成
荫，被誉为“小故宫”，每天都吸引着诸多游客前
来参观。 有游客留言道：“走进历史发生地，有种
穿越时空和历史对话的感觉，红色旅游，走近历
史，感悟中国革命精神，感受红色文化，赓续精神
血脉。 ”

“1926 年， 毛泽东在此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
讲习所，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300 多名学员在这
里接受理论学习，参加社会实践，毕业后他们又
奔赴全国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不仅
为当年的革命奉献了力量，而且为我们的后代留
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农讲所副馆长雍玲
玲说。

如今的农讲所，化身为红色教育基地，延续
着红色血脉。 “自 1953 年农讲所建纪念馆以来，
至今接待游客近 2000 万人次。 ”雍玲玲介绍，今
年农讲所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加强对馆藏革命文
物的研究利用，采取音频、视频、图片联动的方
式，让无声的文物生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同时，
创新传播手段，打造红色文化品牌效应：针对青
少年，推出红色研学项目，寓教于游，让青少年在
了解革命历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文
化的熏陶。

自 2018 年来，农讲所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红色文化讲堂”，开展红色文化展演、讲述红色
微故事、举办红色展览等活动，成为党员干部、群
众参观和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史教育的重要场所。
从今年 1 月到 5 月 8 日，农讲所总共接待人数超
17 万人； 从 2 月 20 日开始至五一假期结束，来
农讲所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人数近 9.3 万人次。

为着力擦亮英雄城市品牌，今年广州编制了
《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提出构建“一核六片四廊”红色
文化发展格局。 到 2025 年“十四五”期末,红色文
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全面建成,属于红色史迹的省
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向公众开放比重超过 88%，
3A 级以上红色旅游景区达 15 个，红色旅游年接
待人数达 4300 万人次左右。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
乡愁”，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广州近
年来深入挖掘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内
涵，以“绣花功夫 ”促进人居环境改
善，积极推进恩宁路永庆坊片区活化
利用，打造传统与现代融合、独具粤
韵情调、能够代表广州西关的最美街
区，让老城市持续焕发新活力，让岭
南文化持续焕发新魅力。

永庆坊的改造按照 “修旧如旧”
的原则，以延续旧城历史风貌、保留
历史建筑为主，对保留不拆的房屋进
行适当的修缮及整饰，最大限度地保
护恩宁路地块的历史环境要素。今年
72 岁的徐大伯是土生土长的老西关
人，家住永庆坊附近，谈及微改造前
后的变化，他欣喜地说：“青砖瓦房没

有直接拆除，而是修旧如旧。 以前西
关有个老毛病，地势低洼，刮风下雨
后就会有积水，经过改造后这种情况
越来越少，房子住着也舒服。 来来往
往的人越来越多，街道兴旺了起来。 ”

永庆坊广州非遗街区汇集了广
州十余家非遗企业，有十多位非遗大
师入驻。 去年 8 月，永庆坊与荔枝湾
更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这里成为
了对外展示广府文化的绝佳窗口。广
彩（广州彩瓷）色彩绚丽，是中西融合
的典范，远销海外。 “广彩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地方特色， 是岭南彩瓷的代
表，是岭南文化对外交流展示的一个
重要商品。 ”广彩瓷烧制技艺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谭广辉说，“在永庆坊，我
们把岭南文化集中在一起展示，也让

我们非遗传承人有机会展示自己的
技艺， 让更多年轻人来了解非遗，便
于发掘新生的力量。 ”

粤剧被誉为南国红豆。 穿过永
庆坊，来到粤剧艺术博物馆，古色古
香的广福台坐落于水池中央， 一男
一女两位粤剧演员正表演着 《吕布
与貂蝉》，粤韵飞扬。 粤剧艺术博物
馆馆长马楠告诉新快报记者：“我们
坚持把粤剧传承好，发扬好，三年来
一共有 140 多万观众走进博物馆 ，
品味粤韵芳华。 最近几年我们重点
打造数字博物馆， 希望观众可以通
过新的方式了解粤剧， 吸引更多的
年轻人。 ”她表示，做好粤剧文化的
传承，就是守护好城市的记忆，延续
城市的文脉。

【文化塑城】
“绣花功夫”让城市留下记忆

【文化育人】
众人合力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