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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位于莲花山南麓， 是珠三角地区
和潮汕地区两大板块的重要连接点，也是
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的交汇地。

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融， 积淀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汕尾获授“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在当地久演不
衰的“正字戏”“白字戏”“西秦戏”“皮影
戏”四个古老稀有剧种，更是被誉为“戏
剧界的活化石”。

汕尾是全国十三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之一， 我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诞
生地， 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烈士的故乡。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汕尾市
内共有革命遗址 617 处， 数量居全省首
位。 近年来，汕尾充分整合红色资源，大
写“红色”文章。

海丰县依托红宫红场纪念馆旧址，
对周边沿街铺面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打
造成一条长约 2.1 公里的全国唯一红色
文化街， 成为了年轻人和外地游客到访
打卡的“网红景点”。

从空中俯瞰汕尾， 碣石湾畔矗立起
宝丽华、中广核等电力能源、先进装备制
造和海上风电集群， 汇聚成千亿级的经
济产业带；漫长的海岸线将保利金町湾、
红海湾、玄武山、金厢海滩等风景名胜串
珠成链，打造滨海黄金旅游带。

纯净的海水，适宜的风浪，也使这里
成为了海上运动项目的理想场所， 亚太
地区帆船、 帆板锦标赛、2010 年亚运会
帆船比赛等国内国际大赛在这里举办，
被誉为“帆船之都”。

如今， 汕尾正围绕省委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和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 瞄准建设成为沿
海经济带的靓丽明珠的新定位， 打造全
省东翼沿海经济带
战略支点， 积极谋
划发展海岸经
济 ， 扎实推
进“融湾强
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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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街变身“网红景点”

陆丰皮影戏久演不衰

凤山妈祖像是
汕尾港的新标志

“红场”二字为彭湃手书

红海湾被誉为“中国观浪第一湾”

海丰打造红色文化街

汕汕尾尾

七十年前的峥嵘岁月里， 海陆
丰的英雄儿女在这片红色热土上
不畏牺牲、抛洒热血，敢教日月换
新天；七十年后的发展新时代，汕
尾继承发扬海陆丰革命精神，瞄
准“建设成为沿海经济带的靓丽
明珠”的全新定
位，奋力走
出一条革
命 老 区
高质量
发展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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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充分发挥全域革命老区资源，扎实推进“融湾强带”，
打造广东沿海经济带靓丽明珠

传传承承红红色色基基因因 谱谱写写红红色色篇篇章章
广东东南部的汕尾， 南临南海，

北倚莲花山脉， 在这一方被全省第二
长海岸线环抱的土地上， 汕尾人文荟
萃：这里孕育了伟大革命先驱彭湃、中
国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 中国
现代民俗学奠基者钟敬文等名人，走
出了第一代核潜艇功勋总设计师彭士
禄、黄旭华院士；这里是“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西秦戏、正字戏、白字
戏、皮影戏、滚地金龙、汕尾渔歌等国
家非遗艺术百花齐放；这里“山、海、
湖、岛、湾”自然资源丰富，名胜古迹星
罗棋布，凤山妈祖、道教圣地玄武山、
遮浪奇观红海湾旅游区引人入胜。

从空中俯瞰汕尾， 碣石湾畔矗立
起宝丽华、中广核等电力能源、先进装
备制造和海上风电集群，汇聚成千亿级
的经济产业带； 全长 455 公里的海岸
线，将保利金町湾、红海湾、玄武山、金
厢海滩等风景名胜串珠成链，打造滨海
黄金旅游带。这个根植着红色基因的海
陆丰革命老区，在短短数年间完成了美

丽嬗变。
红色文化资源，是汕尾市革命老区

走出发展新路径、 擦亮城市名片的重
要法宝。 从去年以来，汕尾贯彻省委主
要领导调研汕尾时提出的“加强保护
利用开发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传统”指示要求，始终把传承
弘扬红色文化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历
史使命，把保护、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
作为民心工程、战略工程、铸魂工程，
举全市之力保护、 传承和弘扬红色文
化， 努力把汕尾建设成为红色革命教
育基地、红色文化传播高地、红色旅游
目的地。

2018 年 11 月 24 日，广东（汕尾）
红色文化旅游主题系列活动在海丰县
红宫红场举行开幕式， 首次展现汕尾
的“红色风景线”； 今年 8 月 5 日至 6
日， 全省红色革命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现场会在汕尾市召开， 汕尾在保护利
用开发红色资源方面的经验做法得到
了省里的充分肯定。

红色土地 华英璀璨

走在汕尾海丰、陆丰、陆河
等地， 扑面而来的都是浓郁而深
沉的红色文化气息。近年来，汕尾
市充分发挥全国著名革命老区红
色文化立根铸魂的作用， 深入挖
掘保护利用红色资源，2018 年 9
月 10 日，汕尾出台了广东第一部
红色资源保护地方性法规《汕尾
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条例》，
成为全省首个为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立法的地级市。

盘清红色资源，唤醒红色记
忆。 汕尾市委高度重视挖掘保护
和利用红色资源工作，通过“拉网
式”深入普查红色家底，抢救性地
挖掘保护革命遗址和红色史料
5800 多份。 作为全国十三块革命
根据地之一， 汕尾革命遗址数多
达 617 处， 成为全省连片革命遗

址群数最多的地级市，周恩来、叶
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
等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
留下过革命的足迹， 中国较早的
工农红色政权也诞生于此。

在海丰县城， 当地政府升级
提质改造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
埃政权诞生地红宫红场， 修缮了
彭湃故居， 打造了 2.1 公里的红
色文化街， 成为海丰红色风景线
的代表名片。

“红色 + 党建”“红色 + 基层
治理”等融合发展模式，是汕尾坚
持“红色引领”，通过“红色村”扛
旗引路的强力引擎。 海丰新山村、
陆丰下埔村等 8 个省定“红色村”
示范点建设如火如荼， 新山村打
造出了红色文化长街、 革命烈士
纪念馆、红色广场、“义平社”农会

旧址、 烈士故居等精品红色旅游
线路， 初步建成一个革命史迹齐
全、红色氛围浓厚的红色村庄，吸
引了省内外大量党组织及党员干
部前来接受红色教育。“过去的新
山，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留下的
多是老弱妇孺，‘空心村’ 现象很
严重。 ”新山村党总支书记吕湖泳
说，红色旅游让新山村热闹起来，
也开启了村民的致富路， 集体经
济收入从两年前的零收入提高到
去年底的 40 万元，预计今年将提
升至 80 万元，有劳动力的贫困户
人均收入翻了几番，已提高到 1.3
万多元，基本实现了全村脱贫，还
有 100 多位村民自发选择返乡创
业就业， 村里的常住人口由 800
多人增至 1300 多人，彻底扭转了
“空心村”的趋势。

红色引领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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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实践中，汕尾探索
出一条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度融
合的新路子。

9 月 20 日，由汕尾市委组织
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暨不朽丰碑·红色华
章———汕尾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红色故事汇大型舞台剧
巡演圆满结束了在全市各区县的
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该台“不朽
丰碑·红色华章”红色故事汇自从
今年 6 月份首演问世以来， 便一
直深受各界好评， 节目通过多元
化融合， 创新性地用汕尾民间非
遗艺术形式演绎红色文化， 令人
耳目一新。

红色元素与文艺创作的深

度融合， 为汕尾接连打造出一系
列闪亮的红色文化品牌： 皮影戏
《碧海丹心》、正字戏《黄厝寮》、白
字戏《彭湃之母》、舞蹈《粉枪队》
和红色故事《黄旭华》等文艺精品
走进了百姓群众之中，接下来，该
市正邀请相关专家， 按照作为全
省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候选题材
的重点文艺创作标准， 深挖周恩
来金厢渡海的重要革命历史事
件，精心谋划创作《周恩来在金厢
的日子》（初定 ）等红色题材电影、
电视剧，再现革命峥嵘岁月，弘扬
革命精神。

近年来， 汕尾在红色主题宣
传方面的投入也不遗余力， 先后
举办了“老区苏区行·汕尾”大型
采访活动 、“红色文化之旅汕尾

行”著名作家采风活动，借力中央
和省内外媒体浓墨重彩推出 200
多篇报道，形成多方位、多层次、
多声部的传播矩阵， 打响汕尾红
色文化宣传品牌。

红色主题教育也是汕尾挖掘
海陆丰红色资源“富矿”，坚定红
色文化自信的关键一招。该市打造
了 13 个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和百
姓舞台， 推动红色故事进机关、学
校、企业、社区、农村，开展宣讲
8000 多场；依托 18 个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 9 个国防教育基地，深入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
育， 启动建设海陆丰干部学院，将
打造立足全省、面向全国的党员干
部教育基地、 红色文化传承基地、
党史革命史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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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金厢镇下埔村依托革命资源打造“红色村”
邓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