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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城市文明典范”
大幅提升文化软实力

深
圳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伴随着经济腾飞，深圳一
跃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化大都市。与经济腾
飞相辅相成的是，深圳的
文化创新跨越从未停止。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
文化自信崛起。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
城市”“十分钟文化服务
圈”“新时代十大文化设
施”等文化品牌越发响亮，
深圳文化前行的步伐铿锵
有力。在深圳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深圳在文
化攀升的路上持之以恒。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
历史交汇点，站在“双区建
设”的新起点，面向未来，
深圳文化发展的新画卷已
经绘就。深圳提出，城市
文明典范是未来5年的奋
斗目标之一。大幅提升文
化软实力，新一轮的文化
号角已经吹响。深圳文
化，正乘风破浪，不断创造
新的精彩。

近日，作为深圳“新时代
十大文化设施”之一的深圳美
术馆新馆·深圳第二图书馆（以
下简称“两馆”）项目建设迎来
新进展。目前，“两馆”主体结
构顺利封顶，接下来将同步进
行二次结构、幕墙工程、装饰装
修等专项工程施工，计划2023
年建成。届时，“两馆”将为市
民打造集美术展览、艺术收藏、
文化交流、全民阅读、公共服务
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艺术殿
堂，更将成为深圳向全国乃至
世界展示艺术的平台。

据介绍，“两馆”是由一座
美术馆、一座图书馆和一个介
于两者之间的公共广场共同
组成的建筑群。深圳美术馆
新馆建筑面积6.56万平方米，
设典藏库、各类展厅、报告厅、
活动空间及配套功能区；深圳
第二图书馆建筑面积7.2万平
方米，设书库中转区、各类综
合阅览区、展馆、报告厅及内
部配套功能区。其中，深圳第

二图书馆将拥有国内首个地
下智能立体书库，并设有大型
分拣系统，配合智能立体书
库，促进全城文献流动。同
时，通过引入最新的 IT技术，
搭建起专业性、自动化、数字
化、全开放的信息化平台。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相关
负责人介绍，“两馆”在设计建
设上看齐国际一流水平，为市
民提供开放的城市交流客厅
和智慧体验，打造城市文化展
示空间，进一步提升深圳文化
与艺术品位。建成后，深圳第
二图书馆将成为展现深圳文
化发展历程与未来建设的窗
口以及深圳文化、学术交流的
平台；深圳美术馆新馆将成为
展示艺术的窗口和推动中国
艺术与国际艺术互动与交流
的平台，以及推动当代艺术发
展的重地。

除了“两馆”，“新时代十
大文化设施”还包括深圳歌剧
院、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深

圳创意设计馆、国深博物馆
（暂 用 名）、深圳科技馆（新
馆）、深圳海洋博物馆、深圳自
然博物馆、深圳创新创意设计
学院、深圳音乐学院。这些场
馆的选址分布于深圳各区，旨
在让各个区的市民都享受到
身边的文化设施。

“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
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新时期策
划推进的重大文体设施规划
建设，在深圳特区史上掀起了
第 三 次 文 化 设 施 的 建 设 高
潮。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认
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繁荣
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指示精
神，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打造

“城市文明典范”的重要载体。
目前，深圳“新时代十大

文化设施”设计方案全部出
炉，各项规划建设驶入“快车
道”，力争2024年十大文化设
施基本建成。届时，深圳市
民可享一流文化设施与文化
服务。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提
升改造后的南头古城、甘坑客
家小镇等“十大特色文化街
区”吸引了不少留深市民前往
打卡观光。据了解，与深圳

“新时代十大文化设施”建设
同步有序开展的，还有深圳
首批“十大特色文化街区”的
打造。2018 年，为助力建设
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
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
明之城，提升城市文化影响
力，深圳市政府印发《深圳市
加快推进重大文体设施建设
规划》，启动了“十大特色文化
街区”的提升改造工作。

历时 2年，包括深圳大鹏
所城、南头古城、大芬油画村、
观澜版画基地、甘坑客家小
镇、蛇口海上世界、华侨城创
意文化街区在内的 7 个街区
被予以认定为深圳特色文化
街区，获得授牌；大万世居等
3个街区也加紧脚步，在2021
年 8 月前高质量完成了阶段
性提升改造工作，并于当年
10 月通过了实地考察评估，
符合深圳特色文化街区创建
工作要求。根据《关于第二批
深圳特色文化街区认定的通
知》，大万世居、大浪时尚小
镇、华强北科技时尚文化特色
街区等3个街区被认定为“深
圳特色文化街区”。

至此，首批“十大特色文
化街区”全部获得认定。深圳

“十大特色文化街区”充分挖
掘深圳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
色，构建遇见美好深圳、留住乡
愁、传承文脉的城市文化新空
间，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街区，
极大地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
活，为城市营造了更加生动精
彩的人文景观。同时，通过推

动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带
动了街区及周边整体品质的
大幅提升。

关于深圳“十大特色文化
街区”的建设工作还将继续开
展。据介绍，深圳将优化文化
产品供给，传承城市历史文
脉，高标准、高质量打造特色
文化街区，以先行示范标准率
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打造
城市文明典范。

2022年 1月，深圳市政协
七届五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
议宣读表扬了35件2021年度
优秀提案。其中，由民进深圳
市委会提出的《关于打造一体
化创新型特色文化街区的建
议》名列其中。深圳六部门答
复该提案，表示将多方位助力
打造特色文化街区高质量。

深圳市委宣传部表示，已
会同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起草并出台《深圳市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
2025）》，构建区域文化产业发
展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文化产
业空间布局的统筹规划，加强
文化产业重点片区和重点项
目发展，推动上中下游产业链
协同创新发展。深圳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则表示，2021
年《深圳特色文化街区管理办
法》的编制工作已经启动。目
前，已完成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深圳将加快推动《深圳特
色文化街区管理办法》相关报
审工作。

无论是“新时代十大文化
设施”，还是“十大特色文化街
区”，都是深圳着力打造公共
文 化 服 务 的 有 力 措 施 。 可
以预见，随着“新时代十大
文 化 设 施 ”的 基 本 建 成 和

“十大特色文化街区”的持
续挖掘，深圳将出现更加靓
丽的文化风景，成为深圳持
久的文化引擎。

2021 年 11 月，第二十二届
深圳读书月如期而至。作为国
内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群众读
书节，本届读书月自 2021 年 11
月 2日正式启动，共举办16项主
推活动和40余项延伸活动，开展
主题活动 260 余项、1400 余场，
邀请周国平、葛剑雄、刘擎、施
展、金一南、郑永年等名家大咖
开坛设讲，精彩纷呈的阅读活动
吸引超千万人次参与，充分点燃
了整个城市的阅读热情。

伴随着浓浓的书香氛围，第
三届深圳书展也再次与深圳读
书月联袂举行，组织 500 多家国
内外优秀出版机构参展，邀请
102 家出版社设摊展销，通过
（室）内（户）外联动，共展销精品
图书品种22.3万、数量120万册，
为深圳市民读者打造了一场“最
有幸福感、最有获得感、最有满
足感”的城市阅读狂欢节。

2021 年 11 月 28 日，第三届
深圳书展精彩落幕。为期 10天
的深圳书展累计接待读者超155
万人次，其中主会场约 107 万人
次，各分会场约 25万人次，线上
书展约23万次。此外，本届深圳
书展累计销售图书2752万元，再
度刷新全国时间最长、销量最高
的城市书展纪录。

以深圳读书月和深圳书展
为代表的深圳全民阅读活动蓬

勃开展，两大城市文化盛会让
疫情影响下的深圳依然书香浓
郁。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深
圳读书月组委会特别顾问邬书
林曾在第三届深圳书展开幕式
上，高度评价深圳持之以恒进
行的全民阅读事业。他表示，
深圳开展全民阅读的眼光越来
越高，做得越来越深，走得越来
越远。深圳全民阅读与城市发
展互为推动，城市也因此始终葆
有创新活力。

打造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
市的“阅读之城”，深圳市民沉浸
滋养在书香浓郁的文化绿洲里，
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盈，城
市人文精神日益彰显。2021 年
12 月 18 日，深圳市民迎来湾区
书城的正式开工。作为深圳“新
时代十大文化设施”之一，湾区
书城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面积最
大的书城文化综合体。

作为深圳推动“一区一书
城”规划的重要举措，以及建设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重
点项目，湾区书城是继深圳书城
罗湖城、南山城、中心城、宝安
城、龙岗城、龙华城之后，深圳出
版集团全力打造的新一代大书
城，也是深圳“新时代十大文化
设施”之一，将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和市重
大文体惠民工程。湾区书城项
目建成后，预计年举办文化活动
超过 800场次，年均接待读者超
过100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出版集
团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一
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规划，
构建大书城和小书吧互为呼应
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目
前已在深圳建成6座超万平方米
大型书城，50家特色书吧，每年
接待市民读者 2000 余万人次，
成为深圳重要的文化标识和精
神符号。

今年的虎年央视春晚
上，“深圳出品”再次闪耀
春晚舞台。由广东省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美
术家协会主席、深圳关山
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专门
为总台 2022 年春晚设计
的“瑞虎”登上 2022 年春
节联欢晚会主视觉形象，
萌虎形象“瑞虎”成为央视
虎年春晚的标识。

盘点历年央视春晚的
“深圳元素”，可以发现此
次“深圳出品”并非偶然。
多年来，深圳与央视春晚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1997
年，深圳原创主旋律歌曲
《春天的故事》登上了央视
春晚舞台唱遍大江南北；
1998 年、1999 年，深圳原
创主旋律歌曲《走进新时
代》连续两年通过春晚向
全国观众传递深圳的昂扬
向上；2011 年，深圳福永
街舞团首次亮相央视春
晚，展现了深圳这座快节
奏城市的包容开放与青春
活力；2013 年，深圳原创
歌曲《美丽中国》等深圳音
乐元素在央视春晚尽情流
淌，彰显文化深圳魅力；
2019 年，央视春晚首次在
深圳设立分会场，向全球
呈现精彩“深圳七分钟”；
2021 年，由深圳市委宣传
部支持创作的原创歌曲

《灯火里的中国》，在春晚
舞 台 上 精 彩 演 绎 ；2022
年，深圳出品的“瑞虎”成
为央视虎年春晚标识……

多年来，深圳文化不
断用“深圳出品”证明着自
身的茁壮成长。深圳文化
的“春晚现象”背后，是一
座城市文化崛起的力量。

“从当年宝安的农民工兄
弟用街舞征服全国观众，
到罗湖小品笑傲荧屏，深
圳特区文化一直在用自己
的努力，向外界传递一个
新兴城市的文化信息。”深
圳知名文化学者胡野秋如
此评价。

据介绍，近年来，深圳
大力打造原创文艺精品，
受到全国瞩目，如大型交
响套曲《我的祖国》、原创
舞蹈《烈火中永生》入选

“庆祝中国共产党 100 周
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
程”；交响乐《灯塔》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中国交响音乐
作品创作扶持计划。

目前，深圳正在规划
实施“新时代文艺发展工
程”，筹划创作大型声乐交
响组曲《英雄颂》、电视剧
《从这里开始》《谁可相依》、
电影故事片《生命水线》、纪
录电影《我们正青春》、歌剧
《先行者》、舞剧《未来已来》
等重大文艺精品。

2021 年 9月在深圳举
行的第十七届文博会，首
次尝试线上线下结合办
展，实现了全国 31 个省、
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
参展的“满堂红”，展出文
化产品近10万件，近4000
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在
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坐
落在全市各区的文博会分
会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内容，将文博会带到每个
市民身边，同时展示了深
圳建设文化强市的底气。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
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进程中，近年来，深圳的文
化产业创新发展趋势明
显，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在 2021 年度“深圳文化企
业 100强”名单中，数字文
化产业明显崛起，新媒体
和网络文化、文化软件及

游戏共入选 28 家企业，高
端文化装备有 22 家企业
入选。

近年来，深圳依托数
字技术发达和文化创意
资源汇聚的优势，大力推
动文化产业数字化，数字
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深
圳数字创意产业规模和
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数字
信息服务、动漫、网络视
听、数字文化装备和消费
终端制造等行业实力位
居全国前列，初步形成覆
盖创作生产、传播运营、
消费服务、衍生品制造等
较 为 完 整 的 产 业 链 条 。
目前，深圳正在推进数字
创意产业集群行动计划，
将推动数字创意技术和
设备、内容制作、设计服
务、融合服务等四大业态
创新发展。

“两馆”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
“十大文化设施”2024年建成

深圳出品“瑞虎”
成央视春晚标识
原创文艺精品展
深圳文化闪耀全国

肆

读书月深圳书展打造阅读狂欢
大书城小书吧成重要文化标识叁

贰 “十大特色文化街区”受热捧
持续推动特色文化街区管理提升

市民积极参与深圳图书馆阅在深秋主题活动

深圳美术馆新馆·深圳第二图书馆项目（效果图）

读书月期间深圳举行共读活动

深 圳 坪 山 文 化
聚落，坪山大剧院、
美术馆、图书馆

读书月期间深圳举行共读活动

伍
文博会展示

深圳文化强市底气
深圳大力推进
文化产业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