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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粤华华章章南南
化化强强省省文文

谱
建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实习生 陈珞

2021年 12月 31日上午，湛
江市麻章区文化综合服务中心
正式揭牌。该中心总占地面积
6974.11 平方米，包括新建文化
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
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
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据悉，麻
章区目前已建成镇级公共文化
设施“枢纽”阵地。该区下辖的
麻章镇、湖光镇已建成省级二
级文化站，太平镇建成了省级
一级文化站。这些镇级文化站
逐步成为镇区群众提升知识、
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湛江麻章区是广东强有力
推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完备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的 缩 影 。 近 年 来 ，广 东 加 快

“三馆一站两中心”建设，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省共建成公
共图书馆 148 个，文化馆 144

个，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
1619 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 心 25921 个 ，实 现 省 、市 、
县、镇、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全覆盖。

为了扶持推动全省尤其是
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快建设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广东大手笔
投入——2020 年，分配中央、
省级财政公共文化设施免费
开放资金 11237 万元，攻坚做
强工程、图书馆文化馆补助资
金 6560 万元，将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攻坚做强工程列入广东

“补齐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
短板”任务清单。根据《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
规划》，到 2025 年，广东每万人
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1306平
方米、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
量1.25册。

在刚刚过去的虎年春节，广东多地
上演精彩欢乐的“乡村春晚”。韶关市
仁化县河富村是广东 4个入选 2022 年
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点之一。“村晚”由河
富村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突出了本土民
俗特色，艺术性、互动交流性紧密交融，
让村民积极参与到活动中，传统与现代
结合、文化与生活相融，营造出喜庆的
节日氛围。

“我们的‘村晚’不仅在节目上注重传
统与现代结合，更要达到文化与生活相融
的效果，让基层文化有更丰富的表现形
式。”韶关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如是说。

除乡村春晚外，近年来，陆续有“同
饮一江水——广东劳动者歌唱大赛”

“广东群众戏剧曲艺花会”“百歌颂中
华”等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在南粤各地
涌现出来，更多基层群众成为健康文艺
的享受者、创作者、参与者。

文化展演出门可及，文化服务随时
可达。广东还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时
效性，精准对接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积极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融合发展。开在许多人家门口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为了广东居
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好去处。

在佛山市顺德乐从镇水藤村，针对

该村外来人口多的特点，水藤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办起了新市民学堂，通过亲
子沟通、创业分享、落户政策宣讲等，为
外来人员量身定制课程。每逢节庆，水
藤村还举办各种活动，拉近本地村民与
外来人员间的距离。文化融合让大家
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文明实践站成了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的主阵地。

惠州博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
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
之一。作为广东四大古县之一，博罗充
分发挥千年古县、红色热土、中医宝地
等独特文化优势，还创新形式，让微言
大义传播于乡音，如以乡村振兴为题、
本土方言为调，全域编写传唱“一村一
歌”。这些脍炙人口的村歌已成为博罗
不少村庄的“名片”，代表了这些村子的
文化符号，深受群众欢迎。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广东实
施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攻坚
做强工程，打通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已实现省、
市、县、镇、村五级全覆
盖。如今的广东，正围绕
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
省，加强重大文化设施项
目建设，加快构建标准化、
均等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让优质公共文化
服务惠及万千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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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东莞17年，其中来图

书馆看书有12年……想起这些
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
馆了。”2020年6月24日，湖北农
民工吴桂春给东莞图书馆的深情
留言，感动了无数人，也为广东的
公共文化事业作了另一种注脚。

据悉，“十三五”时期，广东
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27.38
亿元，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同时，广东推动一
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公共文化有效供给能力明显
提升。截至2021年 12月，全省
共建成4个国家级、16个省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一大
批示范项目。116个县（市、区）
和115个县（市、区）分别建立图
书馆和文化馆总分馆体系。

粤书吧、佛山南海“读书驿
站”、深圳“简阅书吧”、河源源
城“槎城书吧”、韶关“风度书
房”、中山书房、深圳盐田“智慧
书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新型阅读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它们以舒适环境、智能服
务、多元活动丰富用户的感受
与体验，推动全省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焕发生机与活力。

记者获悉，广东对于新型
阅读空间的探索，最早可追及
2003 年佛山的“联合图书馆工
程”。2010年后，广东各地不断
推出新的阅读空间品牌，与专
业机构、旅游景点、社区家庭等
合作，探索出“图书馆/书店+咖
啡”“图书馆/书店+智能服务”

“图书馆/书店+景点”“图书馆+
家庭”等阅读空间建设新模式，
拓展阅读空间新的服务形态，
助力公共文化服务全面开花。
据统计，如今全省有 2000 多家
新型阅读空间或文化空间，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进一步织密。

此外，广东 21 个地市和
122个县（市、区）全部出台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或服务
目录，制定了完善的公共文化
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东莞
市被评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全国示范地区。

一“码”在手，即可借遍全省21座城市
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在广东，这已成现
实。近年来，广东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
字化方面富有成效。2021 年 4 月 23 日，

“粤读通”在“粤省事”平台正式上线，读者
无需办理实体借书证，动动手指即可一键
注册，办理图书借阅、续借、查询等业务，更
可浏览下载各馆的电子资源。该业务上线
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广东实施《广
东省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三年计划（2021-
2023）》，扩大优质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服
务供给，全面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
能。加大数字阅读、微视频、艺术慕课等数
字资源建设力度，建立广东省地方特色数
字资源总库，打造全省“一站式”综合性数
字文化服务平台，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数字
资源共建共享。整合各级公共图书馆数字
资源，实施覆盖全省的“粤读通”数字证卡
服务计划，逐步推进全省公共图书馆读者
信息互联、互通、互认，实现“一次办证、全
省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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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作为设 计 团 队
负 责 人 ，您 怎 么 看“ 冰 墩 墩 ”
爆红？

曹雪：随着北京冬奥会开
幕，吉祥物“冰墩墩”的周边商
品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这
对我们设计者来说，是一种莫
大 的 鼓 舞 和 肯 定 。 一 开 始 ，

“冰墩墩”被大家接受和喜欢，
我们很激动。后来看见大家
在寒风中排队购买“冰墩墩”，
我们从激动变成了感动。说
实话，我们之前没想到会有这
样的情况。感谢大家对于“冰
墩墩”的认可以及对于整个吉
祥物设计团队的关注和支持。

羊城晚报：少有机会接触
冰雪的广东人，在设计“冰墩墩”
时有怎样的优势？

曹雪：可能是一种“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谁会想到在熊
猫外面套一层冰壳呢？以往的
吉祥物或者公仔是单一材质
的，多半用毛绒玩具的形式呈
现。这次当它有了冰壳后，设
计物的材质无论是从视觉还是
触觉上都会给受众一种全新的
体验。

还记得 2018 年，北京冬奥
组委宣讲团来到广州美术学
院，当时距离冬奥会吉祥物征
集截止日期不到 1个月。来之

前，宣讲
团 表 达
了他们的顾虑，
认为岭南地区
冰 雪 较 少 见 ，
对冰雪运动缺乏想
象力。刚开始，我们
也没有信心。但我认为，
较少见到冰雪甚至没见过冰
雪的人，对冰雪的向往和想
象力，或许会超过对冰雪司空见
惯的人。

羊城晚报：您在之前的采访
中，特别提及过广美的王肇民、尹
定邦、王受之等先生。您怎么看广
美的文脉传统和当下设计的关系？

曹雪：其实我并不是广美人，
也不是广东人。我早年在江苏某
高校读书，后来才来到广东、来到
广美。上世纪 80年代，我还在读
书的时候，你提到的这些老先生
到我母校讲过课。从那时开始，
我就知道广美的设计学科、广东
的设计在全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力。后来也是基于这个方面原
因，我选择了广东、选择了广美。

如今，我与尹定邦先生的接触
更多一些。2017年我做广州城市
标志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我
这样的后辈多有指点和鼓励。这也
让我明白，老一辈不看重背景、资

历，只在乎后辈用怎样的作品说话。
羊城晚报：“用作品说话”是您

所说的“广美精神”的一部分吗？
您怎么理解和阐释这种精神？

曹雪：对。其实从广义上来
说，这种精神不只属于广美，而是
属于整个广东。广东有一种文化
基因，长在每一个生活在广东的
人的骨子里。我一直认为，文化
不是打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
的。我在这里生活了 20多年，被
这种基因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
影响着，这片土地滋养了我。

冬奥组委看到我们的方案，
觉得新潮，有未来感、时代感。可
能我们身处其中不太能感受到，
但他们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
点。在这次冬奥会吉祥物的征集
中，北京冬奥组委最后一共收到

全球35个国家共计5816幅作品，
而在最后产生的前 10名作品中，
有 3件作品出自我们团队。这个
初选结果出来时，一位冬奥组委
成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广
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看来
名不虚传。

羊城晚报：这种地域文化的
特色和基因，构成了广东设计怎
样的特点？

曹雪：有人说，北方的设计强
调概念，广东的设计比较务实。对
此，我不认同。广东人恰恰善于把
概念“落地”到具体的设计中，进而
产生一种特征。我把它形容为“眼
界要高、身段要低”。设计可以有

“空中楼阁”的概念，但在具体的服
务中，必须把身段降低，服务目标
消费者、目标观众和读者。

“冰墩墩”的设计是全新体验

设计“眼界要高、身段要低”

趋同是创造性劳动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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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实现
省市县镇村五级
全覆盖

广州黄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资料图）

佛山高明区对川书院粤书吧（资料图）

羊城晚报：在您心中，“好的
设计”标准是什么？

曹雪：“好的设计”首先要确
定是谁说“好”。现在“冰墩墩”
火了、出圈了，甚至有人说火出
了天际线，但是我们在具体设计
过程中，不会这么想。即便这么
想，也没有用。我们要想的是

“ 谁 来 定 义 一 个 作 品 是 好 作
品”。大部分设计是生活中的设
计，有着很明确的目标消费者、
使用者，他们觉得好看好用，就
是好。这不光是形而上的审美，
更需要与形而下的功能结合在
一起。

羊城晚报：无论是“冰墩墩”
还是广州城市标志的设计，都是
公共形象的设计。这和商业设
计有什么不同？

曹雪：设计师是角色演员，

不是本色演员。我们很容易把
一个好的概念，在落地的过程中
变成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我们
要概念，不能要概念化。比如，
表现国家形象，就一定要华表
吗？表现岭南特色，就一定要木
棉花吗？不是的。真正意义上
的文化元素，不是简单地表现在
视觉上。还有人问我，“冰墩墩”
身上有哪些广东元素？其实，设计
不是直接的元素表现，它身上也没
有所谓的中国文化视觉纹样，没有
剪纸、五羊雕塑。但它就是一个中
国设计，一个诞生在广州的设计。

羊城晚报：如今越来越多中
国设计“走出去”。这次“冰墩墩”
在海外反响热烈，可以提供怎
样的经验？

曹雪：我一直认

为，没有一个作品、一个团队可
以随随便便成功。想什么和能
干什么是两回事，如果真的
想讲好中国故事，不妨先
着力把手头的每一件小事
情做好。当下，大家容易
陷入一个误区，看到
什么火了就仿制它、
趋同它。但其实
对于创造性的
劳 动 而 言 ，趋
同 是 最 大 的
敌人。

2019 年 9 月 17 日 ，北 京
2022 年冬奥组委会正式向全球
发布了官方吉祥物形象，广州
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曹
雪、刘平云等组成的 14 人师生
团队历时近一年完成的“冰墩
墩”获选。

在 此 之 前 的 2018 年 10 月
10 日，冬奥组委的专家团队来
到广州宣讲，希望向更多的设
计团队清楚地传达冬奥会对于
吉祥物的要求。当时，距离吉
祥物方案的最后递交时间只有
20 天。广州美术学院迅速组织
曹雪、刘平云等人组成团队展
开设计。

团 队 原 本 由 12 名 成 员 组
成，12 人都是做平面设计的。
后来根据设计需求，又增加了
两名做 3D 设计的老师。团队
希望吉祥物的设计不仅是静态
表现，还能更具动感、更符合互
联网时代的特征。不到 1 个月
时间，团队创作了 16 幅作品，
其中 3 件在共计 5816 幅送选作
品中脱颖而出，跻身前十。

最终成为吉祥物的“冰墩
墩”，是此后历经 7 个月时间修
改确定的。据介绍，设计团队
共创作了 500 多个卡通形象，
绘制了上万张草图。“冰墩墩”
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
其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
头盔，装饰彩色光环，灵感源自
于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国 家 速 滑 馆

“冰丝带”，流动的明亮色彩线
条象征着冰雪运动的赛道；左
手掌心的心形图案，代表着举
办 国 对 全 世 界 朋 友 的 热 情 欢
迎。墩墩的名字，则意喻敦厚、
健康、活泼、可爱，契合熊猫的
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
员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和
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

【
回
顾
】冰墩墩的诞生

“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

“一墩难求”！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吉祥物“冰墩墩”成为顶流，周边商
品纷纷售罄。近日，“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专访，讲述了“冰墩墩”诞生的来龙去脉，解码了“冰墩墩”走红
背后的广东设计秘密。

据介绍，“冰墩墩”的设计将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冬季冰
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的特点。“冰墩墩”走红背后是广美设计、广东设计多年来
的厚积薄发，体现出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截至目前，广东设计多次登
上国家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国之美。其中，广东力量深度参与了2010年上海
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主题馆，广州亚运会和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视觉系
统设计等重大公共项目设计，备受好评。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江粤军

“冰墩墩”设计团队部分成员 受访者供图

“一墩难求”背后
是广东设计
的敢为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