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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街头，骑楼街市绵长、古祠

古塔林立、民俗文化兴盛，广东省
唯一一个县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是哪里？ 湛江雷州是也！

在这里， 可以看到商周的青
铜器、汉朝的石狗、唐代的祠堂、
明清的街区， 城市传统风貌的街
区与古迹，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得
相当完整。 每到节假日，市民游客
可以在广场、 博物馆欣赏到雷州
石狗、 雷州风筝节、 雷州蒲织技
艺、雷州灰塑技艺等技艺，还可以
观赏雷州歌比赛、 姑娘歌、“蜈蚣
舞”等，大量民俗文化展演巡游，
丰富着市民的文化生活。

雷州，原名海康，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正
准备迎接前所未有的“文化复兴”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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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文物古迹，独特的雷州文化，迷人
的半岛风光，是雷州引以为荣的“名片”。 据介
绍， 雷州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达 390 处，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个，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23 个，市县两级超过 150 个。

改革开放以来， 当地党委政府部门高度
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在上世纪 80 年代财政并
不宽裕的情况下，就开始着手进行文物、古建
的保护、修复工作。 1996 年，首版《雷州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就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出
台， 使雷州名城保护与发展建设的各项活动
在规划指导下有序开展。“文物保护，规划先

行”的意识，在广东 20 个县级市都是少见的。
进入新时代，雷州市党委政府更加注重将

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 雷州市委书记
李雄光指出： 雷州市的城市扩容提质主要做
好“文”字和“海”字文章，打造充满雷州文化
气息的新城和充满滨海气息的田园滨海生态
新城， 展示城市文化特质和人文风尚。 雷州
是历史文化名城， 新城区的发展既要传承雷
州历史文化，又不能完全复制照搬，还需要融
入现代文化元素，让古今文化相互交融贯通。

据介绍， 当前雷州市正着手研究开发更
加成熟的文物保护旅游路线。 当地有关部门
希望把雷祖祠、陈昌齐故居、陈瑸廉政史迹博
物馆、三元塔公园等文物古迹串珠成链，开发
成历史文化旅游路线。

历史文化名城点亮古今

在雷州市博物馆，记者看到了被喻为“南
方兵马俑”的石狗。 狗儿们大小不一、形态各
异，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武神勇，造型生动
拙朴， 充满着生命力， 看得出不同年代匠人
的匠心所在。

馆长陈锐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 雷州现
存的古石狗约有 2 万尊， 散布于城乡各地。
传承发展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自 2002 年
开始， 当地政府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石狗
文物普查、推介宣传等工作。

老馆长陈志坚从 2002 年开始向民间征
集石狗， 最终为博物馆收来 1100 多尊馆藏
石狗文物，最早一尊“狗王”据考证为西汉年

间所制。2008 年，“石雕·雷州石狗”成功申报
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在雷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雷州立足本地特色文化资源优势， 积极开展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认真开展项目挖掘、申报、保护、宣传展示、
人才培训等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雷州石
狗、雷剧等文化遗产正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据介绍，至 2019 年，全湛江市共有 8 个
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中，雷州占了 3 项；而 45
个省级非遗名录中， 雷州有 9 个。 雷州市现
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78 个， 非遗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51 人， 其中国家级传承人 1
人、省级传承人 16 人。

记者采访的非遗传承人都表示： 雷州非
遗的传承保护工作，进入了春天！

非遗保护力度前所未有

雷州市中心， 有300多座建于明清时期的骑楼，虽
然已是墙体斑驳，但连廊拱门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还
是异常鲜明。

记者在一家“符驰戏服店”内，看到老板娘郑姐和伙
计正忙着为剧团手工制作戏服头饰。 作为国家级非遗的

“雷剧”，正是有这样一代代手艺人的支撑，才能在这片
土地上生生不息。 郑姐说，这家店面在此已有16年之久，
听说要翻新改建，郑姐和伙计都表示举双手赞成。

据了解，2018年10月， 湛江市与华侨城集团签订全
域旅游开发合作协议，雷州的“古骑楼街区提升改造”项
目是其中之一。 目前，项目相关资料收集核对、骑楼测绘
等工作已完成，还将成立项目合作公司大力推进。 这只
是雷州近年全力推进建设的其中一个重大旅游项目。

据了解， 雷州市将把独具本土特色的雷州文化元
素植入新城区建设，加强旧城的保护开发，保持雷州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整体性和文脉延续性， 同时引
进商业运作，建设擎雷书院、修复骑楼街等古街区以及
古城景观，打造雷州民俗文化展馆，擦亮历史文化名城
品牌。

据介绍， 雷州市今年上半年实现旅游接待游客
326.2万人次，增长6.74%，旅游总收入29.64亿元，同比
增长8.61%。 相信紧接而来的国庆黄金周，雷州会进一
步成为粤西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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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吴其林又一次来到 “雷祖祠 ”，堂前
的两尊两米高的石狮，是他1990年间，用了差不多
五个月时间一钎一锤手工凿刻出来的，随着 “雷
祖祠”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复建 ，这对
石狮已栉风沐雨在祠前守护19年。

看着自己当年的作品，吴其林说：“做梦也想
不到，我这样一个靠手艺吃饭的石匠，有朝一日
能看到我们雷州流传、崇拜了几千年的石雕 ‘石
狗’成了国家级非遗，我还能成为省级非遗传承
人，把它们带进千家万户……”

66岁的吴其林见证了雷州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
地上，传统文化的苏醒与流传。 更令人高兴的是，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被传统文化与工艺吸引，“后继
无人”的担忧正被“大有可为”的欣喜取代。

吴其林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修复
三元塔，30出头正当年的他和哥哥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木匠和石匠，“公家”找上门来给工钱，让他们
试着复刻三元塔塔基的石刻。 “那时就觉得，我们
手艺人不再低人一等，可以扬眉吐气了。 ”

此后，他参与古建筑修复的工作就拉开了帷
幕， 他还拉上了十来岁的外甥陈应葵入了行，后
来舅俩两分别成为省市级的非遗传承人。

他们先从修复古建开始， 进一步深入学习、
传承石雕石狗相关技艺。 陈应葵创办了石木雕
工厂 ，带起了 20多个徒弟 ，最年轻的才不过刚
20岁 。 而目前他们的石狗作品有 1000多尊 ，分

别展示在湛江和雷州的各大

公园景点 ，创造了很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 今天 ，在政
府和非遗传承人的大力复兴

下 ， 曾经作为文物的石狗 ，已
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链 ，开发

出了系列文创产品 ，伴
随笔筒 、文具 、门
神画卷 、钥匙
扣等 ，走入
了 千 家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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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12 日， 清华大学在廉
江市实验学校举行“清华大学优质生
源中学”揭牌仪式，这已是廉江市实
验学校连续三年获清华大学授牌。

今年高考， 廉江市实验学校 13
名学生被清华、 北大录取，4 名学生
分数被屏蔽，进入广东省前 50 名，也
全部来自廉江市实验学校这是继去
年广东理科第一名花落廉实后的又
一重大突破。 这所走进教育序列仅 5

年的县级民办学校， 每年的高考季，
都以吸人眼球的骄人成绩迅速获得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校高三年级
理科综合组荣获 2019 年广东省五一
劳动奖状，其“低进高出，高进优出”
的教学奇迹震动了湛江乃至广东教
育界，成为众多家长竞逐的学校。

廉江教育事业的异军突起，得益
于廉江市实施“名校带动”战略，对基
础教育的持续支持。 通过出台《廉江

市中小学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施方
案》《廉江市教师支教管理办法》等政
策文件， 廉江不断优化教师资源配
置，建立健全中小学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机制。 特别是 2016 年成立市教育
发展促进会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
展奖教奖学活动，充分调动了教师工
作的热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育
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已成为
廉江市最闪亮的名片。

校校有亮点， 各自有特色， 学生
社团办得如火如荼，校园文化建设亮
点纷呈……在教育质量加速推进的
同时，廉江市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方
面同样做得有声有色。

在教育部 2019 年举办的全国第
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我市第
十九小学的童乐同学摄影作品《年华
的飞扬》勇夺艺术作品小学甲组二等
奖。 廉江市实验学校积极开展第二课
堂活动，成立各种兴趣小组，组建合
唱团、民乐团等 38 个社团。 该校童声
合唱团曾获广东省中小学艺术展演
一等奖，2016 年 8 月参加北京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比赛被评为民谣
组 B 级合唱团。

廉江一中以社团文化为阵地，43
个社团个个精彩，书法、航模等活动
多次获国家级奖励。 2016 年 10 月，
叶德瑜同学的发明作品“便携式高效
发电装置———重力势能太阳能风能
互补蓄电演示仪”在众多参赛作品中
成功突围， 勇夺第 68 届德国纽伦堡
国际发明展银奖及第 9 届国际发明
创意大赛金奖。2018 年获第二批广东
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廉江三中以该校春蕾文学社为平
台，开展一系列阅读写作活动，每学
年均组织师生参加“文心雕龙杯”等
高规格的写作大赛，2018 年获广东省
中小学“最美阅读空间”。

目前， 该市有“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12 所，“广东省青少年
校园足球推广学校”42 所。 省书香校
园 2 所，湛江市书香校园 3 所，湛江
市特色文化校园 55 所。

此外，廉江市出台《廉江市民办教
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积极扶持民
办教育，构建多元化办学格局。 8 所职
业技术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毕业
生均成为用人单位抢手的技能人才，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毕 业 生 双 证 率 达
98.4%，初次就业率达 98.2%。

一直领跑粤西职业技术教育的广
东文理职业学院，近年来办学成果硕
果累累。 记者昨日从该校获悉，在参
加 2018 年—2019 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上， 该校共斩获 30 个奖
项。

目前，该校开设有 50 个专业，建
有 10.2 万平方米实验实训中心，234
家校外实训和顶岗实习基地， 并结
合当地经济发展特色， 设置有廉江
市电子电器研发中心、 茗龙茶
学研究所 、 岭南廉江红
橙 研 究 所 和 汽 车 与
物 流 研 究 院 等 教
研基地， 培养的
学生就业都十
分抢手。 据广
州日报数据
和数字化研
究 院 发 布
的《民办高

等教育发展报告（广东 2018）》显示，
该校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率 9.66%，
排 名 全 省 第 一 ；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98.11%，排名全省第三，为粤西民办
职业教育树立了新标杆。

经济发展决定教育发展的规模和
速度。 近年来， 该市综合竞争力跻身
2018 年全国县域经济 400 强排第
185 位； 消费力跻身全国县级城市
100 强第 93 位，均是湛江唯一上榜县
（市），是广东版图新的“西大门”和重
要的县域经济增长极。 廉江教育提质
的背后， 是廉江经济提速的充分体
现。 上半年， 该市实现生产总值
269.90 亿元，同比增长 5.5%，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 163.58 亿元，同比增加
4.3%，公共财政收入 6 亿元，同比增
长 6.9%。

廉江市委书记林海武表示， 廉江
将主动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市对教育发
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全面实施“名校

带动”战略，闯出富有
廉江特色的教育

崛起新蹊径。

名校战略 :打造高质量教育的“廉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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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新建的廉江市第二十
小学如期开学， 与城市扩容提质
齐头并进的廉江办学速度， 再次
获得群众的纷纷点赞。

今年高考， 廉江市实验学校
13 个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 从
2014 年至今，廉江市实验学校已
向清华、北大输送了 34 名优秀学
生。“头雁效应”带动下的廉江教
育， 每年高考季都吸引全省乃至
全国关注的目光， 粤西教育新高
地正日渐显山露水， 成为廉江新
的城市名片。

廉江市委书记林海武表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就是要让
孩子们在家门口有书读，读好书。

近年来， 廉江始终把发展教
育摆在民生首位，2018 年， 廉江
顺利通过省教育强镇复评验收，
并被命名为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
化先进市。 廉江人民群众对教育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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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造造粤粤西西教教育育新新高高地地

百家争鸣：凸显高水平教育的“廉江特色”

新建成的廉江市第二十小学 ，
投资约 6000 万元，占地面积约 34.6
亩，60 个教学班，解决了 2700 个学
位。 学校从去年 12 月动工到今年 9
月投入使用，比 2018 年投入使用的
廉江市第十九小学足足快了 3 个
月， 再一次刷新了廉江建校办学速
度。

近年来， 廉江始终把发展教育
摆在民生首位， 近年来投入约 11.2
亿元在城区高起点先后新建了市一
中、市第十八小学、市实验学校、市
特殊教育学校、 市第十九小学和市
第二十小学等 6 所学校， 共增加中
小学学位约 2.1 万个；2016 年以来，
投入 1.38 亿元对城区中小学进行改
扩建，新增学位 1.7 万个，有效缓解
了城区学校学位紧张压力。

廉江教育的高速高质发展，得
益于当地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
视，在“最优的政策放在教育，最多
的资金投在学校” 等利好政策的推
动下，廉江市“每年新增一所学校”
的宏大教育画卷正徐徐展开， 规划
建设的市第二十五小学、 市第二十
六小学、 市第五幼儿园及市第六幼

儿园已经完成选址， 目前正在规划
建设，将于 5 年内陆续投入使用。

此外， 该市以统筹推进县域内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为抓手， 不断
加大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力度。 先后
投入教育创建资金 21.25 亿元，完成
建设项目 1000 多个。 2015 年以来，
廉江市投入 9714 万元用于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 设备升级维护以及
数字化校园建设。实现了 100%的学
校（含教学点）校园网络光纤接入互
联网“校校通”；实现了 100%的普通
教室（含教学点）配备网络多媒体教
学平台“班班通”；90%的教师及
90%的初中以上学生拥有个人实名
制网络学习空间。 2015 年 9 月，该市
被授予“广东省教育强市”称号，年底
实现了全市教育强镇覆盖率 100%
的目标。 2016 年 2 月， 该市被评为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
2018 年， 廉江顺利通过省教育强镇
复评验收，并被命名为广东省推进教
育现代化先进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水平进一步提高，廉江人民群众对教
育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并上
榜 2018 年中国幸福百县榜。

投入给力：跑出高效办学的“廉江速度”

廉江市新建成的第二十小学举办开学典礼 罗斯文 摄

清华大学 2019
年优质生源中学在廉
江市实验学校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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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廉江江领领导导重重视视教教育育，，到到廉廉江江市市实实验验学学校校慰慰问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