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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持续推进文化进公园，让市民留下记忆和乡愁

埙声、写字声、读书声、品评声，声声不息

广州素有五色羊的传说，有越秀山的

五羊石像最著名。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太

清楚它的来历。其实，五羊石像生于1960
年，年纪并不算大；当时的艺术家们想把

五色羊的美好寓意转化成现实，就在时任

市长朱光的组织下开始了行动。

大家来到华农的牧场深入生活，努

力观察羊的习性和动态，甚至还养了几

只羊天天看，天天琢磨。于是，才有了如

今性格坚毅、互相依偎的“五羊”。

就算是越秀公园的员工，也是最近

两年才知晓这些细节的。位于广州传统

中轴线上的越秀公园是广州市最大的综

合性公园，见证了广州城两千多年的发

展历程。然而，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公

园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多元

化文化生活的需求。

2021 年起，越秀公园与广东省文化

学会达成合作，连续启动两期《我的越秀

山故事》融媒体征集活动，旨在通过讲故

事的形式，从专家学者、本地市民、外地

游客三个维度，深度挖掘越秀山的历史

人文、发展变迁和城市记忆。

该活动一经推出，便得到了热烈的

反响，共征集到作品1000多份，除广州本

地市民，北京、湖北、天津、陕西、四川、河

南等十几个省份的文学爱好者们也发稿

支持，更有华侨从美国、新加坡、日本等

地越洋投稿。投稿的作者既有专家学

者，也有喜爱越秀公园的本地市民和外

地游客，大家通过来稿“讲述”越秀山的

历史文化、分享在越秀山所见所闻所亲

历的细节片段。开头讲的五羊雕像出生

记，便是在活动中得来的。

文化活动的举办，为“越秀山故事”

非遗申请工作积累了生动、丰满的素

材。2022年 5月第二期融媒体征集活动

的启动仪式上，刘斯奋、章以武、刘海陵

等文化大咖和专家学者齐聚越秀山，为

挖掘“越秀山故事”、打造文化品牌出谋

划策，进一步扩大了“越秀山故事”的社

会影响力，成功助力“越秀山故事”正式

入选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人们在发掘文化中又创造文化，让

精神赓续，让共识凝聚，这就是文化进公

园系列活动的意义吧。”越秀公园相关负

责人说。

钟灵毓秀的白云山，饱含广州人深情无限。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引入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景观，人们漫步其间便可接

受文化熏陶，引导游客学习民俗历史、感受民俗

文化，实现人与自然的最佳和谐与融合。

2022年 12月起，明珠楼引入古埙声乐表演

团队进驻桃花涧景点。埙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演奏之声回旋婉转，清丽动人。游客或静静聆听

古埙、笛、萧齐鸣而成的交响乐于山谷间回荡婉

转，感受浓浓中国风；或参与手鼓演奏互动活动，

载歌载舞，释放热情。对于古埙，小朋友们很是

好奇。他们跃跃欲试，化身为乐器演奏者，中国

古文化也在此刻于小朋友心中悄悄埋下种子。

在山中，就能与时下最火的漫画家结缘。

2023 年 1月中旬，白云山在双溪别墅组织小林

漫画专题展览，并引进广州市图书馆图书供游

客现场借阅。小林漫画展在极具红色历史文化

的双溪别墅内的半开放空间，展出了 60幅漫画

作品及各类衍生品，与新引进的广图 5000余册

图书相映生辉。

各种形式的文化进景区活动，

均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文化进景

区能正向促进游客在景区内的旅

游体验，提升景区文化品位与内

涵，丰富游客精神文化生活,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白云山景

区负责人说道。

近年来，流花湖公园开展多元化的

合作，以多种表现形式提升公园文化底

蕴的同时为人文广州赋能，让文化基因

真正融入城市血脉。随着园道、设施、

花景等升级改造，公园内的文化味越发

浓郁。

咫尺千里，缩龙成寸；小中见大，微

中见伟。若要去看盆景，市民的第一反

应就是到流花湖公园。每年春节期间，

“流花杯”盆景展是公园的一大盛事。

百盆精品盆景集体亮相，呈现岭南盆景

带来的各种震撼景象。围绕非遗传承

故事，公园举办了一系列的盆景科普活

动。通过非遗传承人授课、亲子科普互

动、盆景大师表演等 3 大板块活动，展

示岭南盆景艺术魅力，传播岭南盆景技

艺和文化。

为了让盆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公

园还与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签订战略框

架合作协议，建立发展战略联盟，发挥

公园、高校各自优势，进行资源互补，把

高校的文化、技术资源应用到公园岭南

盆景文化传承、园林规划建设中去。

每到周末，年轻的陈妈陈爸一定会

带女儿小媛媛到广州市儿童公园来玩。

“这里的设计很卡通很可爱，小朋友非常

喜欢来这里‘疯’。很惊喜的是，她还喜

欢书，能一个人坐下来看好久。”陈妈妈

相信，身体健康无忧愁，腹有诗书气自

华，动静皆宜的小媛媛一定能健康成长。

看着小媛媛一家其乐融融的画面，

公园的员工们十分欣慰。2014年，广州

市儿童公园在白云区齐心路建成开放，大

家就组织过一次讨论，儿童公园服务的是

少年儿童，但目的是什么？如何实现？

公园专门组织干部到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学习，确定公园的工作目标就

是服务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实现的途径

就是促进少年儿童人格发展和体格发

育。其中，体格发育可以依托公园园区

环境，开展体育锻炼；人格发展必须运用

文化熏陶方式，从小培养向上向善的品

格，奠定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志向。

于是，公园实施了“引文化进入公

园”策略，与广州图书馆合作建设了面

积达 700 平方米的广州图书馆广州市

儿童公园分馆，总藏书量四万余册。馆

内，可爱的小胖造型机器人是小朋友们

的最爱，面对来访，它会滔滔不绝地介

绍馆藏图书。滨水长廊有一间书屋“魔

盒”，打开之后会变身成为 23平方米的

“迷你书吧”。科普类、文学类、综合类

……各种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书籍应有

尽有。目前，该图书馆已接待读者 97
万多人次，借阅图书近86万册。

“硬件”之外还有“软件”。近年来，

公园整合各界资源，通过弘扬传统文

化，挖掘园区场地资源，利用儿童节等

节庆和阅读推广活动，擦亮“书香公园”

“低碳宝贝”等活动品牌。几乎每年的

儿童节活动都有国内其他省市（包括香

港、澳门）的少年儿童专程到公园参

与。2021年 7月 1日，一对香港母女专

门从拱北口岸入境来到广州市儿童公

园参加红色文化活动。“我关注了公园

的微信公众号，特意带女儿来接受红色

文化的熏陶。”年轻的妈妈介绍说。

据悉，在儿童友好“书香公园”，年

均超过 10 万名少年儿童从中受惠，汲

取到成长的养料，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 彤 通讯员 林园轩
■摄影：新快报记者 李小萌

全球征集
《我的越秀山故事》，
成功入选非遗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五羊的麦穗
上，当醇厚的古埙在白云山响起，当小小
的书卷在大“魔盒”内展开……广州市民
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城市公园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
之一。它既是城市居民游览休憩的场
所，又是向群众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科
学知识普及的园地，也是政府促进社
会和谐，培育城市文化的重要资源。
近年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不断推
进文化进公园建设，用文化赋能城市
更新，不断滋养和改变着人们的精气
神，让大家留下乡愁和记忆。

定位：白云山

古埙在山涧响起，
展现浓浓中国风

定位：流花湖公园 咫尺千里，缩龙成寸，盆景文化走进千家文化

定位：广州市儿童公园 一边疯跑一边阅读，书香惠儿童

■广州市儿童公园充满童趣的布置。

■越秀公园五羊雕像。 ■白云山古埙表演。

■2023年流花湖公园迎春盆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