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祝 黄河》交响音乐会在盐田和香港分别举行

第二届中英街
文化节上，香港居民
带来的舞龙表演

中英街 文化活动激发心灵共鸣

独特地缘造就浓浓深港情
以文化促进两地交流融合

深圳比邻香港，两地同心同根。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的发布，对深港合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 这其中，文化可以作
为桥梁，不断拉近两地人民的心。
《意见》中关于“率先塑造展现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
文明”的篇章中就提到，鼓励深圳
与香港、 澳门联合举办多种形式
的文化艺术活动， 开展跨界重大
文化遗产保护， 涵养同宗同源的
文化底藴， 不断增强港澳同胞的
认同感和凝聚力。

深圳盐田， 有着连接深港两
地、以“一街两制”闻名的中英街，
历史沿革中富含香港元素。 近年
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
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 盐田与香
港的文化合作频
繁， 搭建起
两地友好
交 流 的
重 要 平
台。

第二届中英街
文化节暨非遗专场
展演巡游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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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文化合作
搭建起友好交流的重
要平台

中英街“3·18
警示日”鸣钟仪式，
引发两地人民文化
共鸣

鱼灯舞、百人舞龙、醒狮表演、非遗手工艺人展、特色小吃
品尝、 中秋灯谜会……9月8日，“第二届中英街文化节暨非遗
专场展演巡游”在中英街回归广场开幕，近400名深港两地居
民、游客欣赏到多场非遗展演，共享文化盛宴。

说起深港文化交流，中英街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它
连接着深港两地，位居独特的“一街两制”的地理位置。 百年中
英街已经铸就了浓浓的深港情。 而精彩迭出的文化活动，则引
发了更多人的文化共鸣。

说起中英街，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
提，那就是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它在促
进深港文化交流方面， 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完整地记录了
中英街一百多年来形成、 变迁和发展
的历史， 同时也反映两地这些年的交
流与融合。 每年3月18日，“中英街3·
18警示日” 鸣钟仪式在中英街历史博
物馆广场举行。 浑厚悠远的十八声钟
响第十八次在中英街久久回荡， 警示

人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据了解，活动
从 2002年开始创办， 至今已举办了
18届。 18年来，这项体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主题活动， 内容日趋丰
富，形式不断创新，深港两地均派代
表参加，2016年该活动被文化部列入
港澳重点文化交流项目。今年的鸣钟
仪式以“铭记历史，筑梦前行”为主
题，举办深港两地小学生、深圳中学
生、大学生诗朗诵、群众爱国歌曲合

唱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也是国情教育

基地、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关心
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在刚刚过
去的暑假， 不少深圳学生也来到中英
街历史博物馆当义工， 深圳翠园中学
初一学生小罗就是其中一名义工。 有
了这段经历， 他更感受到而今的幸福
来之不易，“以史为鉴， 现在的祖国越
来越强大，我觉得很自豪！ ”据了解，常
有港方学生被组织过来中英街历史博
物馆学习， 年轻一代得以近距离接触
这段难忘的历史， 从而激发起他们心
中深深的爱国情怀。

如今，这条百年老街还将在粤港澳
大湾区与先行示范区建设“双区驱动
效应”下再度起航，呈现出新一轮崛起
的姿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凭
借着盐田打造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
费区的“东风”，未来，深港文化交流还
将越来越紧密。

自 2015年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的构想以来，盐
田区就立足实际， 积极谋划以中英街
为依托， 主动融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思路举措，并逐步丰富完善，
形成了建设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
合作区的战略部署。 目前，合作区建设
已经列入深圳市今年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重点工作， 成为继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平台。

中英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相关部门将整合区域特色资源禀赋，
创新深港文旅交融合作模式， 重点发
展离岛旅游， 加快修复和开发吴氏宗

祠、天后宫等历史遗迹，探索开通盐田
洲仔岛、 香港吉澳岛等地的海上旅游
线路，搭建高度开放、富有活力的跨境
旅游管理机制，实现旅游政策互通、交
通互联、信息互享、客源互送，共建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通过这种形式把盐
田和香港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 也是
另一种文化的交流与互通。 ”

未来， 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
区将成为大湾区深度合作示范区，“推
动深港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制
机制高效衔接， 率先成为公共服务优
质、社会安定和谐、文化繁荣发展的优
质生活圈。 ”该负责人介绍。

多彩文化活动丰富两地人民生活
中英街古老的大榕树下不远，港人

李天送经营一家“泰日台”药店。 天气
炎热时，大榕树下有几丝阴凉，偶而还
有阵阵微风，不少游客聚集树下停歇。

经营多年， 李天送和街坊的关系
很好。“谁家急需用药，但忘了带钱，我
都会让他先把药拿走，以后再给。 ”李
天送说， 他还会根据自己多年卖药的
药理知识， 给顾客一些健康方面的温
馨提示。 在经营自家店铺的同时，李天
送也会尽力做些社会服务、 参加公共
文化活动。 他参加过沙头角香港各界
人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和香港
回归纪念活动。 李天送的儿子李柏年
也跟父亲一起打理药店，他至今记得，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那天， 还在
读初中的他参加了盐寮村的舞龙队，
在中英街上进行舞龙表演。“我当时就
在龙头前面舞着龙珠， 引导着龙头往
回归广场行进，那年，我 15 岁。 ”

根在祖国、 叶覆香港的古榕见证
了这些年两地的交往与相融。 而丰富
的文化活动， 则加深了深港两地居民
的身份认同，引发了许多文化共鸣。 盐
田沙栏吓村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吴天
其是鱼灯舞传承人。 这项颇具岭南文
化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 也在推进深港文化交流中
发挥着纽带作用。 十几年来，沙栏吓村
的“非遗”文化经常代表市、区受邀到
国内外表演， 其中包括受邀赴香港参
加巡游表演，得到了一致好评。

李天送感慨，近年来，在中英街举
办的活动越来越多，“时不时有演出和
展览，还有一些篮球比赛，我们的生活
更丰富了。 ”据了解，不仅有鱼灯舞、麒
麟舞展演，九簋菜、天后宝诞等多项特
色传统文化弘扬行动， 专场演出歌曲、
戏剧、杂技、合唱团培训班及拉丁舞培
训班等现代文娱活动，也在中英街落地

开花。 比如，为增强辖区居民之间的沟
通与联系，3 月 28 日，第二届中英街深
港两地“小时候的味道”烹饪大赛举行，
增进了两地居民的文化情感交流；按照
社区文体活动方案，借助“馆站联盟”开
展辖区特色文化活动，4 月 18 日，区文
化馆在中英街专场演出歌曲、 戏剧、杂
技等节目，吸引百余名居民观看。

记者从中英街管理局获悉， 仅今
年上半年，以回归广场、中英街文化分
馆、文体中心为平台，文体中心举办国
画、国学、少儿主持、书法等活动共 51
场次、1200 人次参与， 活动参与率达
96%。 社区教育学院中英街分院开展
活动 54 场次，近 1500 人次参与；民间
艺术手工坊开展 10 场次，近 300 人次
参与； 深港亲子齐动手文化交流连民
心开展 2 场次，近 100 人次参与。

接下来，“深港一脉亲 共圆中国
梦” 盐田区迎国庆深港青少年文化
交流月系列活动、 首届深港澳青少
年童声同心同梦合唱展演还将轮番
举行。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成国情教育基地

未来两地文化交流将更紧密

5月28日晚，盐田会堂奏响“梁祝 黄河”专场交响音乐会的华美乐章。 担任此
次演出的是盐田交响乐团，而演出总指挥则是“梁祝之父”———我国著名作曲家、国
乐经典《梁祝》作者何占豪。在何占豪的牵线下，这场精彩演出随后又在香港演艺中
心上演。 巧的是，一开始，何占豪是通过自己在香港的一位热爱交响乐的演艺人朋
友找到了盐田交响乐团，最终促成了这两桩美事。

近几年来，在音乐的“灌溉”下，两地文化交流日趋紧密，友谊之花越开越艳。

香港音乐人才结缘盐田

身为盐田区闪亮的文化名片，“三团”
———盐田交响乐团、盐田民乐团、盐田“海之
声”合唱团早已名声在外。 2013年成立了合
唱团后，2015年，盐田区开始筹建交响乐团、
民乐团。 以盐田文艺骨干为主组成的“三团”
是非职业的专业文艺团队。 团员大都毕业于
全国各音乐院校， 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演
奏技艺精湛， 在各种比赛中多次获奖。“三
团”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公益演出和文
化活动。

“三团”组建伊始，便有港籍音乐人才与
“三团”结缘。严健民是香港词作家及作曲家
协会会员、香港文化总会副理事长。此前，他
曾受香港的朋友之邀，在盐田沙头角一家琴
行做辅导。 盐田区民乐团建团初期，盐田区
相关负责人找到了严健民， 向他伸出橄榄
枝。 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这一坚持就是几
年———为了参加民乐团日常排练和演出，今

年已经66岁的他，从香港往返深圳，当天来
回。 不仅如此，乐谱工作也是严健民一手操
办，“拿到曲子的旋律后， 我要把总谱拆分，
分成不同声部不同乐器的。 难度大的谱子，
我要花10天才能拆分完。 ”拆分后，严健民再
把影印出来的几百张乐谱从香港背到深圳，
分发给团员。 虽然区里多次提出可以帮他完
成影印和派谱，但他还是觉得“不放心”“时
间太赶我带过来快一些”。

有了像严健民这样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加入乐团，形成了一种带动效应，吸引了更
多音乐爱好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团”成
员除了盐田区的艺术骨干外，还有不少粤港
澳地区高端艺术人才参与，共同引领“三团”
向国际化水平靠拢。 比如，盐田交响乐团团
长林嘉澍是香港人。 盐田民乐团特邀指挥孙
鹏为深圳人，同时也是香港中乐团的客席指
挥和澳门中乐团的常任指挥。

以音乐为桥梁，“三团” 的成员得到了
更多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团队合作的机会。
也正是因为音乐，促进了地域之间、心灵之
间的交流。

盐田区文联主席蒋祖逸介绍，目前，盐
田民乐团与香港中乐团及国内外民乐大师
合作，开展“山海小雅，国乐盐田”系列活
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民乐高地。该活动以
中国传统乐器为根基， 在表演中创新融合
中西音乐， 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 创造出
多元交融、兼收并蓄的和谐之美。 音乐会
主要由小雅乐社、盐田民乐团演出，并邀
请香港中乐团演奏家、广东民族乐团等国
内外优秀音乐团体，以创作、表演、教学、
研究等多种形式，呈现瑰丽多彩的中国传
统音乐文化。“我们请了最好的艺术家、
最好的音响师。 让粤港澳玩国乐的人，能
够定期来盐田雅聚和交流。 ”蒋祖逸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演出中，乐团音乐
名家会以边讲解边演奏的方式，讲解了中
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史、 中国民族音乐在
内地及港澳台的发展和现状以及中国民
族乐器的来龙去脉。 民乐团中所用到的
包括扬琴、二胡、笙、琵琶、笛子等不同民
族器乐轮番奏响，为观众奉上了
一场场内容丰富、 形式多
样 的 民 族 器 乐 合 奏 专
场演出，同时也为观
众 带 来 了 全 方 位
的民族音乐感受
和强烈震撼。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民乐高地

除了惠及辖区居民，“三
团”还积极组织参与香港、澳
门、 台湾等地区国际音乐交
流盛会，并屡获佳绩，其中包
括意大利佛罗伦萨国际合唱
节金奖、 一带一路国际才艺
展演杰出金奖、 第五届香港
国际音乐节杰出金奖等。

据了解， 目前，“三团 ”
已经连续四届参加了“香港
国际音乐节”。 2018年，盐田
区文联以“海之声”合唱团
为班底 ，成功举办了粤港澳
大湾区合唱音乐节。 2018年

“三团 ” 共举办“新年音乐
会”“国乐经典 ”“红色文艺
轻骑兵基层巡回演出 ”等公
益演出40场， 参加国际 、国
内演出比赛7场 ， 受益辖区
居民 3 .25万人次 。 2019年，

“三团”担纲，承办了由深圳
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和深圳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
合主办的第十八届深圳黄
金海岸旅游节的开幕式和
粤港澳滨海音乐节。

“山海小雅 ，国乐盐田 ”
的演出地所在、盐田区传统
文化传播中心紫禁书院几
年来也在不遗余力地促进
文化交流。 依托故宫文化资
源 ，盐田紫禁书院将故宫的
文化学者以及香港、 澳门 、
台湾地区的文化名人请到
深圳， 开展历史、 古籍 、文
学、曲乐等系列文化艺术讲
座 ，全力打造出了一个讲经
论道的名师“文化大讲堂 ”。
在盐田 ，每月双周会开展名
家讲座培训 、 业务交流、民
族乐器制作、展览展销活动
等 ，这其中不乏香港名家过
来进行培训。

“三团”多次
赴港演出

盐盐田田““三三团团””中中有有
港港籍籍音音乐乐人人

才才加加盟盟

“三团”演出 音乐灌溉两地友谊之花

盐
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