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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大力推动“文化+
旅游”，积极组织各地市开展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工作。
2021 年 2 月，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评选的第三批“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揭晓。目前共
认定三批 25 家广东省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示范区。通过示范区创建
引领，进一步优化文化、旅游产品
和服务供给结构，活化利用非遗、
演艺、创意设计、物质文化遗产、旅
游设施等文化和旅游资源，不断满
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旅游消
费需求，有力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

打造文旅融合示范地，是广东
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方向。
2020 年初，广东出台《广东省加快
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加快推进
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文
化和旅游强省。目标是到 2022 年，
把文化和旅游业建设成为资源配
置更合理、产品供给更丰富、公共
服务更完善、产业实力更强劲、交
流合作更深入、品牌形象更突出的
全省战略性支柱产业,成为全省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
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柱，把我省
初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广为弘扬、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
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

在此引领和带动下，全省掀起

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
热潮。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与旅游服务中心融合发展（以
下简称“两中心融合”）和文旅融合

“粤书吧”等也成为广东文旅融合
发展的重要载体。

2020 年，广东公布了首批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旅游服务
中心融合发展、文旅融合“粤书吧”
共 259 个公共服务文旅融合试点项
目，项目大多选点在基层乡镇、街
道社区以及各个行业单位，使更多
人民群众共享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成果。其中，首批“两中心融合
试点”建设工作试点包括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等
173 个单位。这种全新的文旅融合
模式在全省各地乡村地区引起热
烈反响，并呈蓬勃发展之势。

首批“粤书吧”试点单位包括
广州市南沙花园酒店等 86 家单位
机构，采取全省统一标识，通过嵌
入方式，在旅游景区、酒店、民宿、
机场、客运站等单位，设立当地图
书馆分馆或服务点。各地粤书吧
建设热情高涨、各具特色，基本形
成“吧吧有主题，一吧一特色”的格
局。至 2020 年 12 月，首批 86 个粤
书吧试点建设完成。2021 年，粤书
吧类新型阅读空间建设被纳入省
政府十件民生实事文化惠民项目，
年内完成 50家粤书吧建设任务。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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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探索更多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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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广东省首间“粤

书吧”——广州南沙花园酒店“粤书
吧”正式试运行。

2020年3月开始：173 个“两
中心融合”试点工作在全省 21 个地级
市全面铺开。

2021年：“粤书吧”类新型阅读
空间建设被纳入省政府十件民生实
事文化惠民项目。

如今，游客坐在广
州南沙花园酒店“粤书

吧”，就可以悠然自得地阅读到由
广东省国立中山图书馆提供的书
籍文献，在良好氛围中感受“粤读
书，悦旅游”。“粤书吧”，正是广东
在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上的
一种新探索。

据了解，广东省文化和旅游产
业综合竞争力多年位居全国首
位。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早在2019年，
广东省委常委会就把“推动文化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列入工作重
点。广东先后出台多项文件或政
策措施，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为
文旅系统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政策保障。

广东文旅融合新载体正不断
涌现，不仅丰富了文旅消费市场的
产品供给，还进一步提高了文化的
表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各方
共同努力探索下，广东文旅融合的
模式不断创新，经济发展新动能将
得到进一步释放。

自2016年起，“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评选出三
批次共25家。其中，第一批有潮州
古城文化旅游特色区等8家，第二
批有广州市沙湾古镇等6家，第三
批共评选出广州永庆坊、深圳市大
鹏所城文化旅游区等11家。作为
文旅融合的新平台，广东省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不仅可以拓展文
旅业态多样化的新空间，还将为文
旅产业深度融合探索更多新路径。

例如，跻身第三批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深圳市
大鹏所城文化旅游区，齐集了吃住
行游购娱等元素，也让这一片区连
续多年成为深圳市大鹏新区人气
最旺的旅游区。2019 年，大鹏所
城文化旅游区游客人次首次突破
550万，几乎每两个到大鹏新区的
游客就有一个到此打卡。

2017 年 11 月，站在文旅融合
的风口，华侨城集团与大鹏新区展
开战略合作，大鹏所城文化旅游区

正式亮相，是以“文化+旅游+城镇
化”为理念打造的首个项目，以仅
相隔一条鹏飞路的大鹏所城与较
场尾民宿小镇为主要组成部分。
作为深圳首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建立于明洪武年间的大鹏所
城是深圳别称“鹏城”的由来，文
化根脉深厚。

除了近百处不可移动文物外，
大鹏古城博物馆征集和收藏了可移
动文物近800件，件件精品。大鹏
军语及由军语演绎的大鹏山歌更成
为了语言的“活化石”，当地的祈福
文化活动——大鹏太平清醮、大鹏
凉帽、濑粉仔、绿丸仔、打米饼等也
都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而较场尾，原本只是所城官兵
操练的校场，十多年前开始出现广
东省最早的民宿集群雏形。300
多家风格各异的民宿，让这里变身
为独具特色的滨海民宿小镇，成为
国内最热门的民宿旅游目的地之
一。大鹏所城文化旅游区还提出

了“中国海防文化之最、南海历史
文化地标”的定位，将坚定不移地
朝着“世界知名的海防文化遗产小
镇”的远期发展目标迈进，精心打
造“山—城—海”一体的文旅融合
发展示范区。

而作为文旅融合的另一个重
要平台，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
则是推动广东文化和旅游业在更
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质量方面
的融合。以全域旅游为抓手，进一
步打造文旅融合示范地，把文化设
施纳入旅游资源，不断提升旅游的
文化内涵。目前，全省成功创建5
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44家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为推进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自2020年开始，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悦读书，粤旅游”粤书吧文
旅融合创新发展项目。

2020年 1月开业以来，广州南
沙花园酒店“粤书吧”已深深地吸
引着各地游客，这也让酒店经营方
甚为自豪。广州南沙花园酒店市
场销售部市场传讯经理徐家伟介
绍，“粤书吧”项目是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推动旅游设施引入公共文
化设施而打造的全省第一个“粤书
吧”，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
文献资源支持，不定期开展多种创
意性读书分享及主题沙龙活动。

广州南沙花园酒店“粤书吧”
并不是像常规酒店书吧那样偏安

于酒店一角，而是覆盖整个酒店的
范围。徐家伟告诉记者，酒店在不
同区域设置不同的阅读地点，包括
在大堂的花园咖啡吧、名仕阁、行
政走廊以及我们的儿童乐园门口
也设置相对应的阅读区，同时兼
顾书吧、咖啡吧、休闲空间等多种
体验功能。他表示：“自成立以
来，已举办了三场主题活动，每场
活动参与人数大概 80到 100人左
右。客人反馈挺好，尤其受小朋
友们欢迎。”例如在 2020 年 9 月
25 日，南沙花园酒店携手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在南沙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的指导下举办迎国庆
贺中秋亮灯仪式暨粤书吧主题阅
读活动，为旅客营造了“粤读书，悦
旅游”的良好氛围。

“粤书吧”这一旅游公共服务
领域的文旅融合创新平台，对于南

沙花园酒店的品牌建设十分有帮
助，极大地增强了酒店的文化氛
围。徐家伟说：“粤书吧的使用频
率很高，特别是在大堂花园咖啡
吧，客人坐下休息及享用咖啡时，
都会主动拿起书本进行阅读。”

“粤书吧”作为推动旅游设施
引入公共文化设施的举措之一，在
旅游景区、酒店和民宿等旅游经营
单位，设立当地图书馆分馆或流通
点的公共服务领域文旅融合创新
形态，充分撬动社会资源，拓展新
型阅读空间，实现共建共享共赢。

粤书吧——为旅游注入人文气息

自 2020 年开始，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两中
心融合”试点工作。

由广府家训馆、佛山好人馆、
紫南村史馆组成的“仁善三馆”，是
许多来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
观光的游客首选打卡点。紫南村
正在打造以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为核心的紫南乡村公共文化和旅
游设施体系，作为全省首批“两中
心融合”试点单位之一，紫南村也
是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村，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级文化旅游公共
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单位名单。

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
于开展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
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工作的通知》精
神，试点单位“要结合广东省文旅融
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关于公共文
化设施引入旅游行业的重点任务，
力求‘易融则融、能融尽融’，在功能
服务、场地设施、管理运营、宣传引
导、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融合提升，
因地制宜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不断

提高试点机构服务效能。”
据了解，2016年，紫南村提出

“文化立村、文化兴村、文化强村”发
展战略，并于2017年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提出要走文旅融合的产业发
展之路，打造村庄上的国家4A级景
区。近年来，当地以乡村文旅产业
作为推动紫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村累计投资了逾3亿
元，对全村旅游环境进行全面改造
提升，先后建设仁善三馆、紫南生态
园、湿地公园、紫南船说水乡码头等
项目，突出文明乡风特色。同时邀
请社会力量参与打造研学旅游基
地，盘活古民居发展民宿传承弘扬
民俗文化，先后引进吴信坤艺术馆、
阿农湾农耕文化园、洛神云筑民宿、
紫南低空游等一批特色文旅项目。

2019年底，由紫南村投资兴建
的“紫南文化园”经过一年多的建
设和运营，成功获得国家 3A级旅
游景区资质。它不是一个关起门
来收门票的封闭景区，而是一个开
放的、产城融合的、公益性事业与

市场经营行为相交融的共享空间。
紫南村党委书记潘柱升介绍，

发展乡村文旅的核心是人文，目的
是让游客看到想看的，让村民寻回
过去的乡愁，让村民、游客、产业在
村里共生共存。

“两中心融合”不仅盘活了当地
的文化旅游资源，更为广大城乡积
极创造条件，找准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的切入点，努力探索公共服务
领域文旅融合的路径。紫南村民看
到，紫南正朝着“文化+旅游”方向前
行，未来将是一座实现了城乡融合
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的现代化先行发展
村，走出一条“文化促旅游、旅游促
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据了解，下一步，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将在原有基础上，计划再
建 60—70 个试点，并在文化和旅
游特色村、乡村旅游重点村等乡村
旅游发展良好的地区打造示范点，
力争在三年内全省两中心融合点
总量达到300个。

探索公共服务领域文旅融合的路径

潮州市 潮州古城文化旅游特色区

广州市 广州北京路文化旅游区

阳江市 海陵岛大角湾海上丝路旅游区

佛山市 南风古灶文化旅游示范区

云浮市 新兴县六祖故里旅游度假区

东莞市 东方香都－寮步莞香文化旅游区

韶关市 珠玑古巷 梅关古道景区

梅州市 百侯名镇旅游区

●第一批广东省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示范区名单（8家）

广州市 沙湾古镇

深圳市 甘坑客家小镇

珠海市 珠海海泉湾度假区

汕头市 汕头市前美古村侨文化旅游区

汕尾市 陆河世外梅园

梅州市 曼佗山庄

●第二批广东省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示范区名单（6家）

●第三批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示范区名单（11家）

广州市 永庆坊

深圳市 大鹏所城文化旅游区

珠海市 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汕头市 莲花峰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区

佛山市 逢简水乡

韶关市 城口红色小镇

梅州市 广东客天下文化旅游产业园

惠州市 惠东县高潭镇中洞景区

东莞市 南社明清古村落景区

湛江市 茂德公大观园

清远市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蒙峒古村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大鹏所城古民居群 羊城晚报资料图

中山市烟洲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番禺区沙湾街文体服务中心
广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供图

广州南沙花园酒店“粤书吧” 酒店供图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粤读书，悦旅游”文旅融合
创新发展项目，图为河源巴伐利亚庄园“粤书吧” 景区供图

河源巴伐利亚庄园“粤书吧”举办文化活动 景区供图 紫南村是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村 羊城晚报资料图

广州南沙花园酒店“粤书吧”
酒店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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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

粤读书，悦旅游

文旅融合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