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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店铺占道经营的
现象少了，内街小巷乱扔垃
圾的现象少了，车辆乱停放
的现象也越来越少，城市颜
值不断提升，逛农贸市场像
逛商场一样……”说起文明
创 建 给 城 市 环 境 带 来 的 变
化，在阳江居住多年的陈女
士竖起大拇指点赞。如今，
走在阳江的街头巷尾，看到
的是文明礼让、秩序井然，听
到 的 是 居 民 对 新 生 活 的 满
足。

蓦然回首，近年来，阳江
市充分整合资源，调动各方
力量，下足“绣花”功夫、扎实
推 进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工
作。特别是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阳江各地各部门开
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以“小切口”推动了一
系列为民惠民举措的落实，
针对群众关注的人居环境、
交通出行、异地办证、基层矛
盾纠纷调解、道路交通安全
等热点焦点问题，推出一批
惠民便民举措。

143 个政务服务事项可
实现“跨省通办”，113 项高频
民生服务事项实现就近办，
真正让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
心坎上；全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阳
江首所本科大学广东海洋大
学阳江校区首期工程完工，
并于 2021 年 9 月招生，七所
新建中小学 9 月开学；加快
构建全市“六纵六横”快捷骨
架路网，打通“瓶颈路”“断头
路 ”，满 足 群 众 便 捷 出 行 需
求，打造更多“口袋公园”“带
状公园”，不断提高城市功能
品质，满足市民休闲、健身等
多元化需要，深化“党员亮身
份、党群心连心”活动，引导
在岗在职党员结合“双报到”
工作，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多项措施的落实推动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

在文明创建过程中，阳
江善于发动群众做志愿者，
将“创建文明城”和“培育文明
人”有机结合，通过多种行之有
效的方式，引领道德风向标，不
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
明程度。目前，阳江市已注册
了 148 支党员志愿服务队伍，
600 多 支 村 ( 社 区) 志 愿 服 务
队，全市注册志愿者总数达
34.87 万人。群众在尝到“文
明的甜头”后，全民参与，共
建共享成为共识，它使创建
文明不再是党委政府单方面
在推动，而是每一个阳江人
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去践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让
阳江不断焕发新活力，人人
成了城市创建的维护者，崇
尚文明卫生、和谐有序的新
风尚日益深入人心。

成绩来之不易，未来充
满憧憬。阳江坚持人民城市
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水平，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
以“绣花”功夫管理城市，加
快打造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滨
海城市。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 现 更 加 充 分 更 高 质 量 就
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
进健康阳江建设，构建公平
普惠的保障体系，加快打造
生活美好的幸福家园。

时至今日，阳江人民仍
然逐梦征程，砥砺前行，迈着
铿锵步伐迎来新一轮的跨越
提升。

一月的海陵岛风和日丽，十
里银滩横卧着一座庞大的“水晶
宫”，这便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
博物馆。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
博物馆内，世界首创的整体打捞
的800多年前南宋古沉船“南海
I号”，正静静地在这里“躺”着。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
较早、船体最大、文物总量最多、
保存最完整的沉船，共出土 18
万余件文物。

在占地 1 万多平方米的陈
列馆内，扬帆、沉没、探秘、出
水、价值、遗珍、成果等七大主
题展区正展出“南海 I 号”珍贵
文物，既有充满异域风情的黄
金饰品，也有朴素典雅的中国
陶瓷、极其罕见的宋代漆器等，
展现了我国宋代繁盛的海外贸
易体系。

珍贵历史文物连同漫长而
曲折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起穿
透千百年时光，铭记于中华民
族恢宏的史册上，成为阳江海
丝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
发掘填补了南海丝路研究的空
白，使这一沉睡于海底近千年
的古船重新亮相于国际舞台
上，为中国水下考古树立了典
范。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加
强岭南特色考古建设，提高“南
海 I 号”保护利用水平，加快打

造世界级考古品牌。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

省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阳江以海丝文化为引领，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方位、多
角度展示深厚的海丝文化内
涵 ，用 文 化 向 全 世 界 讲 好 阳
江故事，全力推动“南海 I 号”
博 物 馆 打 造 世 界 考 古 品 牌、
建 设 世 界 一 流 博 物 馆 ，推 动

“南海 I 号”参与联合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至今，“南海 I
号”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广东海丝馆升级为国家一
级博物馆。

广东海丝馆相关负责人
说，海丝馆站在服务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推动构建全球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统筹丰富
历史文化资源和区域优秀自然
资源，让“南海 I号”成为提升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建设的阵地，
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民心相通的纽带。日前，广
东海丝馆已与马来西亚有关文
化单位取得交流意向，将于春
节期间，通过线上活动的方式，
将“南海 I 号”文化展览活动带
到马来西亚，并计划进一步推
向新加坡等地。

阳江不断擦亮海丝文化名
片，广东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更为海丝文化走向世界增

添翅膀。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水平，加快广东省水下文
化遗产中心等标志性文化工程
建设。

2021年 12月 28日，广东省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项目动
工，选址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西侧，总投资约3.5 亿元。中国
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何镜堂说，保护中心以“海
丝方舟·梦启阳江”为设计理
念，从阳江历史悠久的海洋文
化中获取灵感，从底蕴深厚的
海丝特色中提取元素。设计
尊重已有场地与建筑，融入山
海地形，提取海浪、丝网等具
有阳江海洋特色的文化元素，
形成形体优美、空间丰富的整
体造型，与广东海丝馆形成两
馆协调共融、气韵相生、有机和
谐的水下文化遗产考古平台和
旅游胜地，打造研、展、育一体
的水下遗产保护科研中心，将
促进水下遗产保护事业和特色
旅游事业发展。

阳江海丝文化是历史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凝固了岁月，惊
艳了时光。省委、省政府已制
订目标，阳江市委、市政府全力
以赴，海丝文化方舟正在启航，
熠熠生辉于四海。

走进江城区埠场镇那蓬
村，映入眼帘的都是美丽乡
村的景色，干净整洁的道路
农田、池塘围着村子，林间
鸟语蝉鸣，乡舍壁画目不暇
接，古典的青砖灰瓦连成一
片……那蓬村是我国著名画
家关山月先生的故居所在
地，从进入乡道的那一刻，
便 能 感 受 到 浓 浓的诗情画
意，还可游玩高山榕树、睡莲
池、关山月故居等多个旅游
景点，已成为一个热门的旅
游打卡点。

据介绍，那蓬村把山海文
化、名人文化联合起来打造
旅游景点，全力打造乡村旅
游经济，不断焕发新颜，实现
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被评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
色村、广东文化旅游名村。

这是名人效应释放出的
红利。独特的海丝文化培育

了阳江人崇文厚德的精神，
涌 现 出 一 大 批 文 化 名 人 。
美 术 方 面 有 关 山 月 、苏 天
赐、许章衡等知名画家，书
法方面有黄云、吕如雄、关
振东等知名书法家，雕塑方
面 有 著 名 雕 塑 家 许 鸿 飞
等。在拥有雄厚文化底蕴
基础上，阳江扎实推进名人
故居（旧居）保护修缮工作，
放大名人效应，活化利用故
居（旧居），延续文脉谱写文
旅融合新篇章。

人杰地灵是阳江的文化
底蕴，2021年，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阳江打造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2021年 4月 12
日，阳江市发布《阳江市红色
研学地图》，详细介绍了19处
红色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其
中以中共阳江县支部旧址文
昌宫、阳春市岗美镇潭簕红
色展馆、阳江许氏宗祠等为

代表，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
往参观和学习。

纵观全市，阳江文化内涵
不断延伸，打造出全域旅游
发展新格局。海陵区、阳西
县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阳春市已申报广东省
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
海陵岛大角湾海上丝路旅游
区被评为国家 5A 旅游度假
区。沙扒镇等镇被评为广东
省旅游风情小镇、广东省乡
村民宿示范镇，东水村等 8
个乡村被评为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特色村，海陵岛海丝
文化休闲游等 10 条线路被
评为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推出“追忆先烈，薪
火相传”等 6 条红色旅游精
品 线 路 ，涵 盖 了 各 县（市 、
区）的革命遗址、历史文物、
博物馆、特色村等文化旅游
资源。

崇文厚德融入了代代阳
江人的血脉中，是社会发展
进步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取
向。每一年，阳江推陈出新、
创新举措，以活动为载体，让
漠阳文化薪火相传，展示深
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魅力，
展现文化建设的成效。

近年来，阳江文化发展水
平稳步增长，城市“十分钟文
化圈”、农村“十公里文化圈”
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
渐成形。全市所有乡镇（街
道）建成综合文化站；行政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建成 827 个，建成率 100%。
2021年，5个文化馆均达到国
家二级馆以上标准（阳江市
文化馆为国家一级馆）；全力
抓好列入省示范点项目的35
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达标建设，辐射带动全市村
级文化服务中心提质升级。

每年，阳江均举办各类书
画展、艺术展，邀请本地籍名
家回乡作艺术交流，营造浓
浓的文化氛围。南海（阳江）
开渔节、国际风筝节、阳江

文化艺术会等文化活动成为
阳江城市名片。2021 年，在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项目
中，阳江风筝和阳江漆艺分
别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和“广东省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荣誉称号，
两块金字招牌光彩夺目。在
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优秀案
例项目中，“文旅惠民大篷
车巡演活动”和“山海为媒
—— 古 渔 村 文 旅 融 合 结 良
缘”，分别被省评为公共文
化服务优秀案例和“两中心
融合”建设最佳实践案例。

文艺是一个时代的镜子，
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是
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在丰富
的文化活动中，书画馆、奇
石馆、诗歌馆等文化艺术场
馆越来越多，书画、诗词、音
乐爱好者群体不断壮大。广
大文艺工作者聚焦时代主
题，先后围绕重大节庆时间
节点，创作出一批主题文艺
精 品 。 2019 年 ，曲 艺 作 品
《点灯》获广东省群众文艺
作品评选一等奖，少儿艺术

《甜甜的马水桔》荣获 2019
年广东省群众艺术花会铜
奖；2020 年，曲艺作品《大黄
失踪之谜》获广东省群众文
艺作品评选二等奖，音乐作
品《山水一程程》、戏剧作品
《千里缘》和曲艺作品《靠山》
获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
三等奖。

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
阳江文艺工作者们汇聚成一
股 文 化 力 量 ，打 响 文 艺 战

“疫”，用文化艺术的力量温
暖人心、凝聚力量，涌现出京
腔粤韵《抗》、抗疫 MV 作品
《勇敢2020》、漆画作品《共克
时艰》和一组以“抗疫”为主
题的风筝等优秀作品。

阳江厚植沃土让城市文
脉不断延伸，为文艺创作提
供了浓厚的创作氛围。文
艺工作者从丰厚的历史文
化以及耀眼的人物形象中
选 题 ，深 入 挖 掘 属 于 阳 江
的地域特色。一方水土养
一 方 人 ，一 个 充 满 活 力 的
文艺阵地正在为这座城市
增添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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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方舟远航踏新途A.

古韵今风交融谱新曲B.

拓展底蕴文旅添新彩

厚植沃土育出特色文艺

阳江处在古今海上丝绸之
路航线上，成为南海航道上一处
不可多得的补给站、中转站、集散
地，诞生了不少优良港口。《阳江
志》记载，历史上阳江境内有名的
港口就有大澳港、东平港、北津
港、戙船澳（现闸坡港）、溪头港、
丰头港、双鱼港等七处。省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建设，实施渔港建设攻坚
行动，加快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
渔场建设。

在渔港建设攻坚行动中，
阳江发掘历史遗存的价值，在
留住古港特色外观的“形”和文
化内涵的“魂”的同时，赋予渔
港新时代的功能。

戙船澳（现闸坡港）为阳江
最大渔港，是全国首批十大中
心渔港之一。2021 年 12 月 29
日，阳江闸坡世界级渔港项目
正式开工。闸坡世界级渔港
项目总投资 12.98 亿元，建设
包括旧码头扩建 293 米、蝴蝶
洲改造、景观改造、智慧渔港、
道路整治及配套设施。景观
和生态环境提升后，将为休闲
旅游业创造发展环境，形成渔
业旅游休闲发展区，促进渔民

转产转业。
同样作为古港所在
地的大澳渔村，现在

已经变成 乡 村
旅 游 胜

地 。 主
街

道东北端建有牌坊，上有“大
澳”两字。一间间白砖青瓦的
渔村民居，静静矗立在街道两
旁。走在大澳渔村的青石板街
上，渔村深厚的文化风韵迎面
而来。举目望去，蓝色的海水，
停泊的小船，倚在门前修补渔网
的渔民，构成一幅独特的渔家景
象。

由于商业的繁荣，当年这
里还创立了大澳商会，商会的
原 址 就 隐 藏 在 渔 民 民 居 之
间。整幢商会楼不但造型美
观，且楼墙坚厚，四周遍设枪
眼，可作碉堡使用。

这是广东省为数不多保持
着原始渔家小屋风貌的渔

村，拥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近年来，阳江结

合 乡 村 振 兴 工
作，提炼特色

文 化 元
素符

号，把大澳渔村开发成为景区，
走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
路，让沉浸于这片土地的文化
基因活力焕发，入选第二批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海天万里，古今呼应，这是
阳江赋予古建筑新生命的写
真。展望全市，阳江成功申报
阳春石望铸钱遗址入选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阳东大澳商会、阳春岗美轮水
谢氏宗祠、岗美崧台李公祠与
擎柱李公祠、三甲庞洞河背范
氏宗祠为广东省第九批文物保
护单位。江城区被命名为“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阳西县
获评“广东省楹联文化之乡”。

未来，阳江继续加强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统筹
推进古村、古街、古树保护传
承，发挥核心景区、遗址遗迹和
名镇名村等旅游资源优势，精
心组织策划一批历史文化游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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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是一个拥有着丰富海洋资源、深厚海洋文化和传统
渔民风俗文化元素的海滨城市，在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既有岭南文化共性、又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岭南
文化中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阳江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巨笔
绘就未来五年的蓝图，提出了十项重点任务，其中文化方面，
要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传承弘扬阳江特色文化，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能力，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
快打造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其中，南海I号、广东省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闸坡渔港等“阳江元素”写入省政府工
作报告，为阳江打造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注入新动力。

牢记嘱托，行稳致远。围绕省委、省政府文化强省的战
略目标，阳江突出文化引领，加强特色文化资源整合，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朝着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稳步迈进。

循千年文化脉络 铸人文荟萃名城
阳江加快打造世界级考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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