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文化产业新高地C
作为潮汕文化的发源地之

一，汕头既是百载商埠，也是著
名侨乡，更是一片革命热土，红
头船、侨批、潮剧、英歌舞……从
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的宝贵文
化遗产，见证着优秀传统文化在
粤东大地上的传承发展。

如何传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汕头交出了一份精彩答
卷。近年来，汕头以“绣花”功
夫积极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育
活化工作，加强红色文化的保
护和活化，以文化赋能产业发
展与城市建设，推动文化惠民，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打造
区域文化高地，为加快建设文
化强市、文化强省贡献力量。

在粤东这片红色热土上，汕

头持续保护发掘红色文化，通
过活化利用红色革命遗址，打
造红色教育阵地，厚植红色基
因于城市文化中。目前，汕头
共有 147 处革命遗址入选广东
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名录。汕
头按照“保护一批、抢救一批，
修缮一批、提升一批”的工作思
路，不断加大红色革命遗址保
护利用工作力度；同时，积极打
造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形
成潮汕红色旅游圈，培育树立
城市红色旅游品牌。

汕头拥有丰富的非遗文
化。近年来，汕头坚持贯彻“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非遗传
承保护和利用工作取得一定成

效。2019年，汕头市“潮汕文艺
人才一条街”正式启用；去年10
月，汕头建成了潮汕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馆；今年，汕头市有
12个项目列入第八批省级非遗
名录，58 个项目列入第七批市
级非遗名录。

如今，潮汕传统文化逐渐融
入服装、玩具等汕头的重点产
业发展之中，成为独具特色的
文化符号。以传承和弘扬文化
为基础，汕头正积极推动文化
赋能产业发展，推动“民俗文
化+旅游”“体育+旅游”“乡村
休闲+旅游”“海洋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打造文化产业新高
地，走出一条具有汕头特色的
文化强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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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汕头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
2929.87亿元，
经济总量是 2011
年的 2.1 倍（按不
变价计算），10 年来
年均增长7.5%。

●2021 年，汕头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739.85亿元，10年来年均
增长8.8%。“三新两特一大”
工业产业的企业有 1349 家，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比重
达到 70%；实现产值 2311.6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
达到69.2%，同比增长7.6%。其中，
新能源产业实现产值 146.68 亿元，
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491.81亿元，新一
代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113.11 亿元，
纺织服装产业实现产值 1144.19 亿元，玩具
创意产业实现产值305.37亿元，大健康产业实
现产值110.50亿元。

●近年来，汕头启动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八
个一批”工程，修缮利用147个革命遗址，红色交通
站成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近年来，汕头深化“放管服”、营商环境、国资国企等
338项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向区（县）、镇（街道）分别
下放434项、483项权限。

●近年来，汕头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整治”行动，1156个自
然村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城乡环境显著改善。

近十年来，汕头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为
不少从外地前来就业创业的人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平台，博学教育集团董事长杨波就是其中
之一。在杨波看来，汕头是“一块福地”，让他
及时捕捉到时代机遇，搭上了民办教育和高新
科技发展的快车。

经过多年创业打拼，杨波从最初的一名年
轻教师到后来自主创业，如今已成长为博学教
育集团董事长。在逐梦路上，杨波担负起一名

“新汕头人”的社会责任，积极推动粤东地区
民办教育的发展，积极融入汕头“三新两特一
大”产业发展格局，见证了汕头的华丽蝶变。

投身基础教育事业

“我是一名新汕头人，我热爱汕头。”杨波
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学生时期凭借自
身的刻苦学习与学校老师的帮助，顺利考入四
川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 年毕业后，他回到家
乡古蔺县，成为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

然而，他并不安于现状。怀揣着对未来的
好奇与向往，2005 年，杨波跟随老乡来到了汕
头潮南。当时，因外来务工人员较多，汕头的
民办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杨
波先后在潮阳贵屿、潮南峡山等地的民办学校
任职。2007 年，他瞄准当地的教育市场，盘下
一所破旧的民办学校，开始踏上创业道路。

在多种政策的支持下，汕头民办学校得到
了良好的发展。近十年来，杨波的事业也迎来
加速发展期，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选择教书育人
这条路很有意义。“我小时候家境贫寒，多次
几近辍学，老师和学校给了我很多帮助。如
今，我也想守护学生的读书机会。”秉承着“严
而有爱”的教育理念，杨波不断推动自己的民
办学校在硬件设施、师资队伍、管理能力等方
面全面升级。

助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近十年来，国家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
承越来越重视，杨波觉得这十分有意义。他告
诉记者，作为一名“新汕头人”，他非常热爱汕
头文化，他创办的学校已将传统文化等以第三
课堂的形式带到学生课堂上，助力潮汕特色文
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这些年来，杨波先后兴办潮南区司马实验
学校、和平实验幼儿园等十来所民办中学和幼
儿园，2017 年，他创办了博学教育集团。截至
目前，集团在校学生近万人，教职工千余人，
每年培训、培养幼教师资三千余人。

接下来，杨波还计划在汕头龙湖区兴办一
所民办高中，并推动民办职业大学在市中心落
地，尽己所能缓解当地技术型人才供不应求的
难题，肩负起他作为新汕头人的社会责任。

开启科技创业新天地

近年来，汕头对数字化产业的重视和推动
也让杨波开启了另一片创业天地——“触电”
高新科技。杨波认为，数字化是未来发展的方
向，近年，他创办高新科技公司，业务涵盖数字
化管理咨询及培训、软硬件定制开发和系统集
成服务等，为未来校园、智慧办公、智慧社区提

供解决方案。
“如今，汕头布局‘三新两特一大’格

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给予我们企
业很大的发展信心。”在杨波看来，当

下，不仅是汕头实现进一步腾飞的关
键期，也是在汕创业者的新机遇，
“我们要善于把握时代机遇，为汕

头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
力量，同时，自身也能得到很好

的发展，实现双赢”。
“汕头是创业者实现梦

想的沃土。”杨波说，不久
前，他的企业还被汕头

市高新区管委会引入
深 汕 新 一 代 电 子 产

业 园 ，并 给 予 免 除
租金等支持，这让

他备受鼓舞。

数看

发展

书写新时代“侨”文章B

变
迁

碧波之上，海风习习，汕头
新津河大桥、外砂河大桥两座
拱形大桥蔚然壮观，一座崭新
的东海岸新城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此处正是汕头华侨经济文
化合作试验区的核心区。放眼
望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
片汪洋大海。

华 侨 试 验 区 位 于 汕 头 东
部。2014年 9月，国务院正式批
复同意在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
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以下简
称“华侨试验区”），要求汕头先
行先试，推动海外华侨与祖国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华侨试验区
接过“委任状”开始探索，并成为
了东海岸新城的直管区。

四季更替，新城崛起。据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塔岗围片
区“四横二纵”交通路网 8 月份
有望全线通车；投资 50 亿元的
立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基
地落地，将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全国首个填海造陆区
完成建设的综合管廊项目竣工
验收……从无到有，华侨试验区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现代化新

城的发展也越来越快。
成立以来，作为全国唯一一

个兼具“侨”和“文化”内涵的国
家级发展平台，华侨试验区的重
要作用持续显现。近年来，华
侨试验区先后举办了“创业中
华·‘十四五’中国发展与华侨
华人投资创业峰会”“百名侨商
潮汕行”等活动，推进了一系列
聚侨引侨项目；开创性地规划
建设面积约 1500亩的华侨产业
园，引进优质华侨产业项目，打
造华侨产业发展聚集区；创设了
全国首个以华侨为核心概念的
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华侨板”；规
划建设“华侨之家”项目，计划设
置创业工位大厅、展厅、会议厅
和独立办公室四大功能区域，进
一步吸引新侨一代到试验区创
新创业，为海内外华侨华人社
团、商会搭建了一个敦睦乡情、
联络交流的平台。

在这里，汕头通信发展史也
迎来了一个里程碑——汕头区
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于
去年 10 月设立，正如火如荼地
建设。它将使汕头成为面向东

盟和亚太地区数据传
输时延最短、带宽资源
最充足、通信可靠性极高
的城市。这背后离不开华
侨试验区的贡献，正如华侨
试 验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有了数据作为链接，汕头华
侨试验区与海外华侨的沟通，
从原来‘硬’的连接变成了‘软’
的连接。”

走进今天的华侨试验区，记
者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侨”经
济发展已经按下快进键。7月 9
日，大咖云集的中国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大会在汕头落下帷幕，华
侨试验区成功与广东电信、广东
移动、广东联通、腾讯、百度、网
易等 19 家头部企业签约，签约
投资金额超300亿元。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
验区经发局副局长许统旭表示，
此次签约落地的项目对加快华
侨试验区数字产业发展、推动汕
头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平台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汕头

“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近年
来，汕头开展“引侨、联侨、惠侨、
聚侨”行动，书写新时代“侨”的
文章，携手广大侨胞，以更大魄
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
放，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2014 年，国务院批复同
意设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
作试验区，这是全国唯一兼
具“侨”和“文化”内涵的国
家级平台。多年来，汕头
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
区努力打造成为面向
海外华侨华人的聚集
发 展 创 新 平 台 、华
侨 文 化 交 流 基 地
和 对 外 传 播 基
地，吸引了一批
港澳台和海外华
侨华人的创新
创 业 项 目 纷
纷 落 户 ，一
系列聚侨引
侨项目稳
步推进。

除了搭建“侨”平台，汕头还
注重弘扬“侨”文化。其中，入选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侨批档
案，便是传承悠久侨乡文化，联结
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文化财产。
汕头还制定出台《汕头市加强侨
批档案工作实施方案》，并将侨
批档案工作列入汕头市“十四
五”规划。目前，汕头市档案馆
馆藏侨批档案实体逾 8 万件，数
量增至原先的 2.2 倍，成为国内
实寄侨批原件藏量最多的国家
综合档案馆。

汕头已成功获得了 2024 年
第二十二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和
第十届国际潮商大会主办权。“双
会”主办权皆落地汕头，是汕头多
年来致力于做好“侨”文章，凝聚
华侨力量，打造新时代和美侨乡
的重要成果。未来，全国潮侨历
史展览、潮学文化论坛、潮语电影
周等系列品牌活动同样令人期
待；潮侨总部大厦，建立全国首创
华侨旅居养老示范基地等新兴项
目的落地，将推动汕头成为全球
潮人的温暖港湾。

粤东明珠璀璨夺目
和美侨乡谱写新篇

“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持续创新，小公园等历史文化街区不
断活化，“引侨、联侨、惠侨、聚侨”书写新时代“侨”文章……党的十
八大以来，汕头以日新月异的发展，见证了非凡的十年。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如今，汕头正坚定不移地扛起在新
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的使命任务，全力以赴加快建设省域
副中心城市，努力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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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A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按下“侨”经济发展快进键

羊城晚报记者 张晓宜 通讯员 汕宣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张晓宜 实习生 李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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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崛起、
特色传统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大
健康产业加快发展，十年来，汕头
产业发展形态不断蝶变。

近 日 ，亚 洲 首 台 11 兆 瓦
（MW）级别海上风电机组在广东
最大的智慧能源项目、上海电气风
电集团首个工业园区级的“能源互
联网+”示范项目——电气风电汕
头基地顺利完成吊装。随着越来
越多的风电机组在粤东海域上转
动起来，海面上的“蓝色引擎”正
推动汕头经济跑出“加速度”。

新能源新兴产业的发展，正
是汕头以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
新发展的一个缩影。汕头坚定走

“工业立市、产业强市”之路，谋
划构建“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
新蓝图，即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新一代电子信息 3 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赋能纺织服装、玩具创
意2个特色优势传统产业链式发
展，着力培育1个大健康产业，聚

焦“三新两特一大”主导产业，聚
力产业集群。

汕头还围绕国家战略布局，
顺应数字转型新趋势，围绕“打造
数字经济新高地”目标，重点发力

“新基建”，光纤网络、5G网络、数
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就在 7 月
初，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大会在汕头举办，围绕数字化转
型、数字文化产业、互联网医疗等
方面探索数字经济发展，为汕头
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数据显示，去年汕头实现数
字经济核心产值超过 200 亿元，
成功入选2021年数字化转型百强
城市。借助大会召开的重大契机、
数字经济的强劲赋能，汕头正进一
步推动数字经济新技术、新应用、
新模式与“侨”经济深度融合，全力
打造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创新发展
的重要窗口和数字经济对外开放
服务华侨的国家级平台。

汕头坚定不移走
“工业立市、产业强市”
之路，加快建设新时代
经济特区

如今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陈史 摄

摄于 2018 年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汕头近年加快建设文化强市，
非遗传承保护和利用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图为非遗进校园活动

通讯员供图

汕头经济特区标志（资料图）

汕头近年通过举办水上运动赛事，助力海上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图为海湾少年帆船巡游活动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摄

成
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实习生 李燕娟
图/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