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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不可移动文物
近年来，广东文旅部门有序开展乡

村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去年，广东
将一批乡村不可移动文物核定公布为
第十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通过挖
掘、修缮、活化乡村文物，进一步保护好
乡村生态格局；开展2021年度广东省
文物保护工程典型案例评选推介活动，
评选出河源市东源县仙坑村八角楼修
缮工程等四个典型案例，为乡村振兴中
加强文物保护实践，促进文旅融合和地
方经济发展作出积极探索。

今年 4 月 17 日，“2022 年度广东
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公布，
河源市仙坑村登云书院遗址活化利用
项目在列。河源市仙坑村是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始建于清道光年间
的登云书院曾是东江流域重要的文化
教育空间。该活化利用项目是仙坑村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计划的一部分，
通过建设循环游径对遗址进行环绕展
示，使人文历史空间得以再现，并新建
图书室作为居民阅读及举办村史教育
和文化活动的场所，带动周边历史环
境的保护与提升，助推仙坑村获得“广
东十大美丽乡村”称号。

活态传承乡村“非遗”
广东各地非遗资源众多，广大乡村

更是优质资源的富集地。在乡村振兴
中，广东积极推动非遗融入乡村振兴战
略，进行活态传承，有效盘活乡村非遗。

推动各地建设非遗工坊，是广东
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一大亮点。去年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乡村振兴局联合下发通
知，推动各地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示范
带动作用明显的非遗工坊，帮助乡村地
区居民学习传统技艺，传承乡村文明，

提高内生动力。日前，“广东省2022年
度十大优秀非遗工坊建设案例名单”已
经公布，包括梅州市光德陶瓷烧制技艺
非遗工坊、韶关市宰相粉制作技艺非遗
工坊在内的10家非遗工坊入选。

此外，广东通过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录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非遗资源
的发掘。其中，将新会古井烧鹅制作
技艺、德庆竹篙粉制作技艺、汶水塘捕
鱼节等一批乡村地区非遗项目列入由
省政府公布的第八批省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名录。

去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广
东还举办第三届广东非遗购物节活
动，让非遗产品通过网络走入千家万
户，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据不完全统
计，活动期间全省线上线下共销售
2700 多种类型的非遗相关产品，其中
文创产品16619件，销售总额12200余
万元，覆盖老字号195个。

多彩文化活动进乡村
这些年，外出经商、打工的村民们

返乡后惊喜地发现，村里的文化楼建
了起来，广场舞也跳了起来，还能看到
城里戏曲团体前来惠民演出。

在“粤美乡村-文化新舞台”广东
省乡村文化活动年启动仪式致辞时，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赵红表示，近几年，广东高度重视乡
村文化建设工作，陆续建成了覆盖城
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广泛开展“村
晚”、广场舞、群众歌咏，以及省群众艺
术花会、“群星耀南粤”省优秀群众文
艺作品巡演等省级群众文化品牌活
动，“戏曲进乡村”等文化惠民工程持
续深入实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有序推进，特色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
蓬勃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广东
共建成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1617
个、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2.6万个，实现镇村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全覆盖；全省 120 个县（市 、区）和
118个县（市、区）分别建立文化馆、图
书馆总分馆制，覆盖乡镇（街道）的比

例达到 85%，促进优质公共文化资源
和产品延伸到乡村基层。

广东还组织多彩文化活动进乡
村，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去年，广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向沿海经济带 7 市、北
部生态发展区5市、珠三角地区3市配
套下达戏曲进乡村项目专项经费，组
织戏曲艺术表演团队进乡村演出，开
展农村戏曲艺术普及等活动；同时，指
导各地市在乡村地区开展“村晚”活
动，助力乡村文化建设。

近年，韶关市策划了别具地方特
色的春节“村晚”，演绎新时代乡村振
兴大戏。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2023年“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名单，
始兴县隘子镇满堂村、南雄市珠玑镇
灵潭村双双入选。韶关市文广旅体局
副局长陈祎介绍，今年以来，韶关市积
极鼓励和引导各地“村晚”常态化开
展，希望通过打造扎根于乡土、承载着
乡音、凝聚着乡情的“村晚”品牌，激发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

此外，广东美术馆还在各地举办
“乡土人间——1949 年以来乡村题材
美术作品研究展”，展出黎雄才、关山
月等艺术家作品 130 余件，以及《美

术》《人民画报》等相关重要文献；开展
“美育乡村支教”项目，通过送课程进
乡村的方式，培养学生从小观察美、发
现美、欣赏美和追求美。

13项活动打造文化新舞台
未来，广东农村的文化活动将更丰

富。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推动广东乡村
文化振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
业农村厅和省乡村振兴局结合全省实
际，联合制定了《“粤美乡村-文化新舞
台”广东省乡村文化活动年工作方案》。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方案共有13项重
点活动。其中，实施“艺美乡村”文化
社团帮扶计划，扶持 100 支群众自建
文艺团队，建设一批有活力、有技艺、
有影响，深受农村群众喜爱的群众自
建文艺团队；选拔100名乡村“粤美乡
村--文化指导员”，组织“文化指导
员”走进镇村，对乡村自建文艺团队和
基层文艺骨干进行面对面、手把手培
训和授课，帮助群众文艺团队建设；利
用广东省流动博物馆平台完善以需定
供的菜单式普惠展览，送 200 场展览
到基层和乡村。

实 践 一 ：“四季村
晚”示范活动上演

今年 4 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共
服务司公布了 2023 年“四季村晚”
示范展示点名单，其中，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三联村入选
全 国 春 季“ 村 晚 ”示 范 展 示 点 名
单。4 月 22 日（农历三月三），清
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在小三江镇三联村举办广东首
场全国“四季村晚”春季示范展示
活动。

“三月三”对于壮族的同胞来
说，是无比盛大的节日。本次活
动内容包括非遗展演，锦绣长廊
及文艺汇演，“粤菜师傅”壮家美
食品鉴，品类丰富的美食农产品
等展销，唱腔优雅、曲类繁多的壮
族山歌，歌墟节游园会等 8 项活
动，节目融入了乡土文化、乡村旅
游等元素，展现了独具魅力的壮
族风情，让现场嘉宾客人们感受
到原汁原味的壮族“三月三”。

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活动的举办，恰逢壮族同胞的“三
月三”歌墟节与传统踏青的节日，
也为乡村旅游宣传提质增效。

实践二：古镇打造
乡村文化平台

今年 1 月 10 日，广东赤坎古
镇侨乡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动试运
营。经过多年修缮打造的赤坎古
镇张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在
这个兔年春节假期，超过 21.8 万
人 次 前 来 探 访 赤 坎 古 镇 。 这 是

“江门市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示
旅游项目”结出的硕果。

江门市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
示旅游项目是首批 10 个广东省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之
一。该项目通过对赤坎古镇建筑
进行保护与活化利用，延续古镇

历史风貌，传承和弘扬华侨文化，
努力把赤坎古镇打造成集岭南文
化、华侨文化、乡村文化、休闲文
化于一体的展示平台。

该项目发挥侨乡资源优势，
以赤坎历史文化特征最显著的风
貌老街作为历史景观轴线，以潭
江内河及周边沿江建筑景观风貌
形成的黄金河岸和码头景观的沿
江传统风貌为轴线，将赤坎两大
家族关族和司徒氏的自然领域分
成上埠核心和下埠核心，展现 20
世纪初期赤坎商贸繁荣景象和市
井生活。

实践三：非遗工坊
带领群众致富

东莞高埗矮仔肠制作技艺非
遗工坊入选“广东省 2022 年度十
大优秀非遗工坊建设案例名单”，
体现出非遗保护与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据介绍，高埗矮仔肠制作技
艺非遗工坊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
一万多平方米，是集生产、旅游、
研学、新零售、新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性企业。

近年来，该工坊积极推动非
遗保护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联动岭南地区数十家腊
味企业、专家学者、设计师、文创
开发企业及协会，共同探索腊味
制作技艺传承与创新；与四川省
甘孜州九龙县签订合作协议、建
立牦牛肉供应基地，开启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该工
坊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近百个，
每年定期举办培训，提升员工技
能。省级传承人吕衬婵及其父共
培养徒弟 40 多位，其中已有 6 位
通过学习技艺成功创业。此外，
该工坊定期开展非遗传承活动，
在校园、社会团体授课累计达 500
多节，受益群众有十几万人。

1、广州市“世间香境·七溪
地”项目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重点文
化旅游项目品牌。该景区结合芳
香生活旅游方式，推动当地乡村
旅游发展，通过采购农副产品、聘
请周边村民承包芳香基地业务、
租住农民闲置房等方式，解决周
边农民就业。

2、汕头市“探韵丹樱 研学拾
趣”项目

以农业产业化与乡村旅游为
基础，集农业休闲观光、科普研学
教育、农产品种植养殖、花卉销售
及绿化工程、生鲜配送和终端零
售于一体。园区配套有四季花
海、果蔬采摘园、帐篷营地等，为
开展农事实践和劳动教育提供良
好场所。

3、佛山市紫南村
2017 年以来，紫南村开始培

育文旅融合、打造文旅融合示范
单位、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的发展
道路，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促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培育旅
游+农业等系列业态，提升紫南村
人居环境，为乡村文化注入新的
活力和内涵。

4、佛山市三谭故里红色文化
旅游区

依托红色璀璨、古色生辉、绿
色飘香三大核心文化，深化“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以文旅融合赋
能乡村振兴，把丰富的红色生态
资源优势转化为农民致富的绿色
产业优势，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实现强村富民。

5、河源市连平县乡村振兴南
部片区示范带

以“一心一带”为核心规划，
以32公里乡村振兴精品碧道贯穿
4 个镇，12 个行政村，3 个重点景
区及 1 个核心产业园区。碧道融
入当地乡村文化和特色文化符
号，使乡村艺术化、文明化，农业

与旅游相融合并植入特色 IP，使
乡村突显亮点。

6、江门市赤坎古镇华侨文化
展示旅游项目

该项目是江门市建设华侨华
人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台的重要
载体之一，成为全省文化产业赋
能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和典型范
例，打造文旅发展新模式，推动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7、茂名市“中国李乡·山水双
合”项目

在保持完整的乡村风貌和农
林环境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开发
村域空间资源，将其打造成集度
假观光、滨河商业、三华李文化、
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主
题文旅村庄，成为游客出游打卡
的热门地区。

8、肇庆市贺江碧道画廊
位于肇庆市封开县江口街道

至大洲，2020年、2021年时成为广
东省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赛
场。该项目有效盘活周边特色旅
游产品销售和县城酒店、民宿市
场，成为封开县乡村文化旅游发
展的旗帜和标杆。

9、潮州市千庭单丛文化茶旅
产业园区

千庭茶文化庄园位于海拔
1150 米处潮州市凤凰山坪坑头
村鸭屎香原产地，是一个集景点
观光、养生休闲、生态度假、生态
农业为一体的综合性茶文化庄，
是“单丛茶文化”的休闲茶文化现
代农业基地。

10、揭阳市揭阳玉雕工艺传
承创新项目

阳美村是 4A 级景区（阳美玉
都景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阳美玉雕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集玉文化、优秀工艺、产业集群、
文旅融合等主题于一体，也是乡
村走向振兴、农民逐步富裕的缩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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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赋能乡村振兴首批十大典型案例

丰富供给，满足乡村文化需求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

繁荣兴盛。其中，乡村的文化需求、乡村文化建设是极为重要的部分。

保护遗产，助力乡村留住乡愁
乡村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保

护、发掘、利用凝聚乡村文脉的乡村文化遗产，是持续促进乡村文化振
兴、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为广大乡村留住了乡愁。

驻镇帮扶带动乡村发展
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韶关始兴

将举办“围楼文化旅游周”。届时，游客
可到当地逛围楼、赏美景、吃美食，品客
家文化。记者了解到，始兴当地充分挖
掘乡村文化资源，通过“文化+旅游”等
形式，吸引各方游客前来旅游、消费，走
出一条乡村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韶关市始兴县罗坝镇是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出版集团乡村振
兴结对帮扶点。驻罗坝镇帮扶工作队
队长、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副
主任黎金柱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帮
扶过程中，工作队支持罗坝镇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去年工作队帮
扶重点是打造罗坝镇核心景区景点，
争取县里安排财政资金 1000 万元修
建了燎原长围旅游公路，整治提升国
保长围周边环境，完善长围景区游客
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安排200万
元修建淋头村绿美古树公园，安排330
万元对都亨石笋公园进行改造提升。

目前，有关项目已基本完成，已具备形
成景区景点的基础条件。

此外，工作队还积极支持当地打造
乡村民宿精品品牌，推动“郡福苑”客家
民宿度假村等大项目加快开发建设，石
笋生态农庄、桃源村客家民宿、沁福园
温泉民宿等提质升级，上营村楠溪民宿
度假村成功申报韶关市三星级民宿。

黎金柱介绍，接下来，工作队将
推动以国保长围为核心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支持淋头村申报省文化
和旅游特色村；打造罗坝温泉民宿品
牌；支持淋头村、燎原村等整合资源，
打造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和线路，争创
省研学旅游特色村。

构建体系打造“粤美”品牌
打造“粤美乡村”旅游品牌，不断

优化广东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推动乡
村民宿发展步入快车道……广东文旅
结合自身优势，为乡村振兴助力。

2022 年，通过打造乡村旅游重点
村、镇，推动乡村旅游点创建A级旅游

景区，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开展乡
村旅游提升工程，广东构建多维立体
的乡村旅游发展体系。当年，广东推
动广州市大埔围村等 6个村入选第四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惠州市秋长
街道等3个镇（街）入选第二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认定了第三批57个省
级文化和旅游特色村；推荐19条线路
纳入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认定第
三批50条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线路包含生态研学、红色印记、滨海风
情、农事体验、粤菜美食、康养休闲等
多种类型，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一批“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高
品质乡村休闲旅游体验线路。

广东一批乡村民宿已成为城市居
民周末休闲度假目的地。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 7 月底，全省市场主体名称
或经营范围含“民宿”字样的共1.57万
户，其中去年 1 至 7 月新登记 1981
户。全省初步形成滨海文化创意型、
山地精品度假型、乡村田园度假型等
三大类民宿客栈群。

文旅赋能，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广东通过文旅赋能，带动和促进

乡村产业的发展。

◀ 韶 关 始
兴县罗坝舞火
龙活动

受访者供图

“粤美乡村-文化新舞台”广东省乡村文化活动年启动仪式现场演出 莫莉娜 摄

月 17日晚，“粤美乡村-文化新

舞台”广东省乡村文化活动年

在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启

动。广东省乡村文化活动年通过阅读推

广、艺术普及、戏曲传承、农耕民俗等形

式，以文铸魂，培育文明乡风；以文化振

兴，引领乡村振兴；以文惠民，创新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不断丰富乡村公共文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广东省乡村文化活动

年系列活动是广东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

一个举措。近年来，广东通过提供丰富

的文化产品、文旅给农村产业赋能、保护

乡村文化遗产等举措，打造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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