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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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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非遗融入生活，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数据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2018 年 12 月，广东公布
第 一 批“ 南 粤 古 驿 道 重 大 发
现”，大洲湾遗址等 15 处入选。

2、2020 年 5 月，广东省历史
文化游径（第一批）公布，共 64
条（其中红色主题 19 条），涉及
相关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点合
计 461 个，覆盖全省 21 个地级以
上市。

3、2020 年 6 月 13 日，首批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
游径发布，包含孙中山文化遗
产游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游径、华侨华人文化遗产游
径、古驿道文化遗产游径和海
防史迹文化遗产游径五大主题
共 27 段实体游径。

4、2020 年 10 月 24 日，广州
市“广府非遗进校园”实践案例
入 选“ 全 国 十 大 优 秀 实 践 案
例”；广州市“佛山木版年画在
中小学校园的传承”实践案例
入 选“ 全 国 十 大 创 新 实 践 案
例”；珠海市“非遗进校园让文
化更有力量”实践案例获得全
国优秀组织奖。

5、2020 年 11 月，“2020 年度
广东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
案例”对外发布，共有 15 个项目
入选。

6、2020 年 12 月 9 日 ，2020
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 项 目 优 秀 实 践 案 例 名 单 公
布，共选出 14 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优秀实践案例。

7、2021 年 2 月 26 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潮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璇
秋入选 2020“中国非遗年度人
物”，这是广东非遗界首次有人
进 入“ 中 国 非 遗 年 度 人 物 ”十
强。

8、2021 年 4 月，“非遗少年
说”第二届广东非物质文化遗
产青少年演讲展示活动正式启
动。“非遗少年说”是 2021 年度
广东省“非遗在校园”教育实践
活动重点项目之一。

9、2021 年 6 月 10 日，《国务
院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
通知》正式发布，广东共有 18 项
非遗代表性项目入选。

10、广东启动开展“全省非
遗主题旅游线路”策划工作，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推出首批 3 条
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涵盖广州、
潮州、汕头等 8 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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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介绍，本次评选的典型
案例均在保护文物本体的基础上
对文物资源加以合理利用，凸显出
诸多广东省内文物古迹活化利用
的亮点和创新点，反映出人类文化
的多样性。

亮点一：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
与共建共享。汕头中央红色交通
线旧址活化由社会资本捐赠修缮、
民间捐赠文物，被开辟成陈列馆对
公众免费开放；河源仙坑村荣封第
的修缮与利用更是私有资金对口
扶贫、参与相对贫困地区文物保护
的成功案例。

亮点二：管理模式创新，形成
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文物
保护利用体系。沿用社会委托管
理模式，广州东平大押由政府委
托铂林公司进行合作管理；广州
邓村石屋活化项目通过政府主
导、村企合作、村民参与盘活闲置
文物古迹资源，建设成精品酒店，
带动乡村振兴；深圳大鹏所城规
模较大，2017 年成立专门的运营
主体——深圳华侨城鹏城发展有

限公司进行文化旅游区的管理，
逐步呈现出“政、企、民、商”共建
共治共享的局面。

亮点三：促进公众参与。此次
评选的文物古迹点大多被开辟为
陈列馆，依托其文化背景展示宣
传特色文化传统，打造各类教育
基地，同时完善配套设施，通过组
织公众参观、推出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特色文化体验活动、举办大
型赛事或艺术节、开发文创产品等
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实现社会资源
同享。

亮点四：带动乡村振兴。韶关
乳源西京古道沿线资源的开发利
用成功扩大了古道及沿线老屋村、
深源村的影响力，促进乡村经济和
文化发展，带动了乡村振兴；韶关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推
进粤港澳人文湾区与粤北地区的
联动，旅游研学活动的大力开展带
动了粤北地区的发展；东莞寒溪水
村利用革命文物建设村史馆，打造
红色党建基地，传承和发扬革命传
统，带动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广东有世界文化遗

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1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755处，省级水下文物保

护区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000余
处，核定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共计2.5万余
处。全省登录国有文物收藏单位418家，

国有可移动文物875254件/套；珍贵文

物达79010件/套，占登录总量的9%。
广东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

类非遗代表作项目名录4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65项、省级

代表性项目7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 132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37人。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现有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 1513处，其中除了 30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29处，一

般不可移动文物649处；全省现有珍贵革

命文物4544件（套）；拥有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 13 个、红色旅游 A 级景区 23
个。全省21个市82个县列入中宣部、财
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
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重复划入的
县、市、区），包括原中央苏区片区、海陆丰
片区、长征片区（红一方面军）和广东片区，
是全国为数不多全域覆盖的省份。

广东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结硕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为活化利用岭南特色文化和文化遗
产，广东省着力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先后
出台了《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广东省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广东省红色旅游发展实施方案
（2018-2021 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条例》等，以制度建设引领，不断扩大
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
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的影响力。

在活化利用岭南物质文化遗产方
面，广东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探索，包
括：开辟为博物馆纪念馆对外开放，弘
扬红色精神；开发成旅游景区，挖掘经
济价值；整理成教育基地，传承乡村优
秀文化；打造成文创基地，焕发创新活

力；创建成遗址公园，找寻先人的精神
密码；复活南粤古驿道，建设城乡互动、
精准脱贫的“金丝带”。

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广东总结了
一套集线性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和保育活
化、旅游模式创新、沿线村庄产业复兴与发
展、人居环境改善等于一体带动沿线村庄
社会经济发展的“南粤古驿道模式”，正在
逐步成为展现岭南历史文化和地域风貌的
文明传承之路，成为推动广东户外体育、乡
村旅游的健康之路，成为促进城乡经济互
动发展、实现精准扶贫的经济之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广东注重建
设有力的非遗保护政策体系、非遗保护保
障体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广东
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办法》已于
2020年8月正式实施。《广东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
法》已完成征求意见。自2016年以来，广
东提高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补助标准，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3万元，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补助 2 万
元。“十三五”以来，广东省级财政共拨付
非遗保护经费约3亿元，传承人工作条件
明显改善，大批代表性项目得以有效保
护，传承活力大幅提高。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粤文旅宣

划重点

创新模式推动文化遗产活化

积极推动非遗保护成果共享利用

找亮点

15个典型案例展现活化利用成果
2020 年 11 月，“2020 年度广东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

对外发布，共有 15 个项目入选，充分展现了近年来广东文化遗产
活化利用的成果。该评选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广东
省古迹保护协会和广东省三师协会共同主办。

入选“2020年度广东省文物古
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的15个项目
包括：广州杨匏安旧居活化利用项
目、广州东平大押活化利用项目、
广州邓村石屋活化利用项目、深圳

大鹏所城活化利用项目、珠海会同
祠及古建筑群活化利用项目、汕头
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活化利用项
目、佛山碧江古建筑群活化利用项
目、韶关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项
目、韶关乳源西京古道活化利用项
目、河源仙坑村荣封第活化利用项
目、惠州东湖旅店活化利用项目、
东莞寒溪水村古民居活化利用项
目、广东省科技考古基地（江门陈
白沙祠）项目、潮州广济桥活化利
用项目、云浮兰寨古建筑群活化利
用项目。

此次评选重视文物古迹的多
样性，评选出的古迹类型包括古建
筑、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历
史文化名村、文化线路等，涉及革
命史迹、村落特色古建筑群、宗祠、
海防军事城址、古驿道、古桥、教育
办学遗存、商业活动（当铺）等多种
要素的实物遗存。本次典型案例
的评选为未来文物古迹保护与活
化利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展示了
社会各界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中
所作出的努力。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曹劲介绍，本次评选涌现了一批
颇具创新性的活化项目，在社会
力量参与共建共享、业态选择和
管理模式创新，以及服务社区和
促进公众参与、促进乡村振兴、
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等方面具有
较好的表现。

为文物古迹活化利用丰富经验

凸显广东文物古迹活化利用亮点

近年来广东文化
遗产活化利用大事记

事记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南粤古驿道重大发现”
入选名单（第一批）

1 大洲湾遗址

2 上正村古遗址群

3 肇庆古城驿道遗址

4 莱山遗址六朝墓群

5 莲花书院遗址

6 澄海樟林古港古码头遗址

7 张文湛故居

8 大眉山古道

9 铁石径古道

10 夏街古道

11 通真岩“唐宋纪年”摩崖石刻

12 何新屋地契

13 羚羊峡古道

14 波罗古道

15 鳌头古道

“南粤古驿道重大发现”
入选名单（第二批）

1 韶关市乐昌市国立中山大学天

文台遗址

2 韶关市乐昌市抗战时期坪石办

学先师旧居

3 肇庆市封开县粤桂古驿道长

安段

4 肇庆市怀集县怀梧古驿道桥

头段

5 广州市荔湾区广雅中学先秦至

明清遗址

6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汉至清

代遗址

7 广州市增城百花古道（官道）

8 潮州市饶平县西片古驿道

9 湛江市徐闻县海上丝绸之路遗

迹调查（含二桥遗址环壕遗迹及那

屯村古道遗存）

10 江门市开平市富食村古道遗存

11 云浮市罗定市凤阳古村

12 清远市连州骑田岭古道（七里

塝段）

13 珠海市东澳海关古道

14 珠海市凤凰山古道和长南迳古道

15 阳江市阳西县双鱼城海防古道

烟墩岭烽火台遗址

国家级非遗产代表性项目165项

潮州市饶平县西片古驿道的“天
梯”（通讯员供图）

在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
东都会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在全省范
围内宣传展示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
成果和优秀实践案例，交流保护经验
和保护措施，推动非遗资源和保护成
果 的 共 享 利 用 。 今 年 6 月 举 行 的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
传展示广东主会场（江 门）暨新会陈
皮文化周活动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党组书记、厅长汪一洋连线致辞时
表示，广东将积极推动非遗资源和保
护成果的共享利用，倡导非遗融入生
活、服务人民、服务社会，让非遗绽放
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对于文化遗产游径，汪一洋厅长表
示：“文化遗产游径是提高文物保护利
用水平的重要举措。目前，我们已推出
一大批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传统村落、
文化遗产、历史建筑、美丽乡村、生态景
观等串珠成链。”

在多方努力下，广东的文化遗产活
化利用结出累累硕果。其中，广东省大

力开展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
游径和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建设工
作。目前，已建成两批、八大主题、43
条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
以及建成两批、70 条广东省历史文化
游径。

在探索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方面，
广东充分践行非遗资源活化利用，成绩
喜人。比如：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期间推出线上“首届非遗购物节”，
刺激文旅消费；“广府非遗进校园”“佛
山木版年画在中小学校园的传承”实践
案例分别入选全国十大优秀实践案例、
全国十大创新实践案例等。

广东推进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建设，在指导开展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历
史史料收集和研究的同时，活化利用研
究成果。2020 年中秋、国庆小长假期
间，韶关、清远、梅州、云浮 4市华南教
育历史研学基地以游览观光、互动体
验、研学教育等多种形式，每日吸引数
千名游客到访。

广州杨匏安旧居
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供图

韶关乳源西京古道
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供图

韶关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
广东省古迹保护协会供图

广东余荫山房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番禺区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宝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岭南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凝聚了广东人的精神追求和
民族情怀，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这
些丰富的岭南文化遗产，为人们利用活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

广东现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

开平碉楼与村落、
梅县桥溪村等已成为
省内旅游的热点；佛山
岭南天地运用现代化
的手法保护和改造片
区内的22幢文物建筑
及众多优秀历史建筑，
使历史文化风貌与城
市脉络得以传承，并赋
予新的生命力，已成为
佛山一处新的文化名
片；国内首条非遗街区
于 2020 年 8 月在广
州永庆坊开市，成为广
州网红“打卡点”；“广
州老城新活力文化遗
产深度游”入选首批
“全国非遗主题旅游线
路征集宣传”活动线路
名单……

近年来，广东对传
承岭南特色文化，加强
岭南文化遗产的活化
利用，提升人民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进行了积
极探索和大量实践，取
得了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