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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一周】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评
定惠州惠城区水东街等 5 家
单位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10 月 16 日-17 日，2021 年 TCL 易建联杯三
人篮球赛惠州站比赛在惠州会展中心举行。
近 80 支队伍，近 400 名业余篮球爱好者经过两
天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各组别冠亚季军。

10 月 18 日，第八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在杭州白马湖国
际会展中心闭幕。期间，惠州以拥有自主版权的传统美术工艺
品作为参展主体，共有龙门农民画和惠州汉陶窑文化有限公司
两个各具特色又拥有自主版权的企业参展，受到各界关注。

日前，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发
布《关于广东省乡村民宿示范镇
的公示》，博罗县横河镇榜上有
名。 （林海生）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马勇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南海之滨，罗浮之南，西
子湖畔，惠州这座城市，拥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1000
多年的建城史，历史悠久文脉
流长。肥沃的人文土壤，涵养
了一代又一代人。曾经，这里
让苏东坡“愿作终老计”“不
辞长作岭南人”；曾经，这里
有廖仲恺、叶挺，在危难中挺
身而出，为民族慷慨效命。

千百年来，罗浮山与西
湖，涵养了惠州人的根与魂。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
惠州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
了文化强市建设目标。文化
人才是高质量文化建设的根
本支撑。

建设成于谋划。从去年
开始，惠州市委宣传部开始在
惠州市全市范围内，实施百名
宣传文化人才培养提升工程，
原则上每三年评选一次，计划
用十年时间重点培养 100名
优秀宣传文化人才。10月12
日，《惠州市 2021 年引进事
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公告》、
《惠州市委党校、东江干部学
院、高职院校2021年公开招
聘高层次人才公告》发布。新
一轮人才引进将在惠州这座
千年古城中开展，其中也包括
了不少文化宣传类人才。

根据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联合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
（抚州）发起并联合国内文化产业领域
众多研究者共同编撰的《中国文化产业
发展报告（2021）》（下简称《文化产业报
告》），在2020年文化产业十大特征中，

“文化产业成为拉动就业主力军”相当
瞩目。近年来，文化产业作为新产业、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重点，赋能
各行各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途径。

惠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产业
发展底蕴十分深厚。在千年的历史沉
淀中，惠州形成了两处文脉人文中心，
一处是罗浮山，另一处是惠州西湖。

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不断发
展，“洞天药市”、罗浮山“百粤群山之
祖”、神仙传说，岭南百草药库，岭南及
中医药学，精英文化以及远古东江经济
社会的源起等特色不断被挖掘，其人文
地位不断凸显。

不仅是罗浮山，惠州西湖也借助苏
东坡的名气，声名远扬。“天下西湖三
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由此语可见
惠州西湖在“国字号”西湖中的重要位
置。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笔下的“一更山

吐月，玉塔卧微澜”，让西湖浸润着温
润、隽永的文化基调。

自隋代以来，惠州西湖都处于岭东
雄郡惠州的州、郡、县 (归善县)治的所
在地，一直是东江中、下游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是东江、西枝江 (东江
最大的支流)汇聚孕养的“岭南一颗璀
璨的明珠”。金带街历史文化街区、北
门直街历史文化街区、水东街历史文化
街区、铁炉湖历史文化街区4条省级历
史文化街区环绕着西湖，周边有祝屋
巷、泗州塔、苏堤等历史风味浓郁的建
筑，还衍生出了西湖棹歌等人文气息浓
厚的独特歌曲……两者早已融为一体，
难分彼此，故而说惠州西湖之人文，亦
即惠州古城之人文。

近年来，惠州市文旅市场持续火
热。据广东省文旅厅发布的数据，
2021年春节假期7天，广东省景区预约
数排名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其中惠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位列预约榜前三。依托
旅游市场的发展和文化底蕴的加持，惠
州市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着力
打造环西湖城市中央休闲文化区，加快
文旅产业融合。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进一步
加大惠州市宣传思想文化人才的培养
力度，惠州市委宣传部决定从 2020 年
起在全市实施百名宣传文化人才培养
提升工程，选拔、培养一批政治坚定、
素质优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宣传
文化人才。宣传文化人才实行分批评
选，原则上每三年评选一次，每次30人
左右，预计用 10 年时间重点培养 100
名优秀宣传文化人才。目前选拔工作
已经结束，名单不久后也将对外公布。

记者了解到，惠州市百名宣传文化
人才分为“惠州宣传文化名家”和“惠
州青年文化英才”两个层次，分为社科
理论、文化艺术、新闻传播、文博和非
遗传承、文化产业与网络、其他等六个
界别。工程将重点从宣传思想文化一
线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推荐人选，注重
选拔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需
要的人才，加大对新媒体新业态人才、
新的文艺群体人才、民营文化企业和
民间文化人才等的选拔力度。这一工
程将大大有利于惠州市文化强市建
设，讲好惠州文化故事。

与此同时，惠州学院作为惠州市唯
一一所本科院校，也一直致力于服务
于惠州市文化建设，培养输出实用性
人才。羊城晚报记者梳理惠州学院人
才培养计划 2019、2021 两个版本发
现，惠州学院始终坚持以“立足惠州，
服务地方”的办学宗旨为引领，立足惠
州本地的发展，从以往的老师为中心
变成学生为中心，理论实践相结合，通
过校企+社会服务的方式，更加贴合惠
州文化建设需求地输送文化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惠州市委宣传

部会同和支持惠州学院，在惠州学院交
响乐团基础上组建了惠州交响乐团，立
足惠州本土文化元素开展文艺精品创
作，以惠州文化艺术中心为实践基地，
争取在保利院线市场化运作，面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交响乐团展开合作，力争成
为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城市乐团。

今年，惠州推出的大型音诗画《红
色东江颂》，正是以惠州交响乐团为班
底进行演绎创作。这是惠州交响乐团
向市场化转型的关键一步。今年年
底，简版的《红色东江颂》还将通过保
利在华南地区的院线资源，与省内其
他城市的听众见面，对外谱写惠州文
化故事。

2020 年，在《惠州文脉》创立一周年
之际，借助《羊城晚报》岭南文化大报的
影响力，惠州市委宣传部再度牵手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同时启动“2020年惠州文
脉·花地西湖文学榜”和“惠州市文化智
库”两大活动。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设计艺术院院长潘鲁生，中国著名
文化学者、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余秋雨等
13名国内知名文学艺术家，惠州地方文
史研究专家吴定球、惠州市岭东文史研
究所副所长何志成等12名惠州本土文史
学家，共同受邀组成惠州文化智库，以专
业的站位，提升惠州文化建设科学决策
能力和水平，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为惠州建设国内一流城市提供一流的文

化支撑。
如今，文化智库成立即将满一年。

一年来，文化智库成员发挥自身所长，
就惠州文化领域发展与改革的全局性战
略性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并提出
意见建议。如 2021 年 4 月 2 日《羊城晚
报》刊发的《城湖相依千年，如今再谋发
展 惠州西湖如何比肩杭州西湖？》一文
中，文化智库成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研究员丁力结合惠州实际，提出
惠州要从力所能及的方面入手，结合游
客资源的差异，搞出特色，提升游客体
验，加强景点的治理与完善，延长游客
停留时间。

“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文底
蕴深厚，但在研究挖掘方面还有一些不

足，如鹅城传说、客家历史、畲族历史、海
洋历史等方面。”文化智库成员、惠州学
院历史系包国滔副教授建议，要推动惠
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全面整理、系统研究
和创造性转化，“这要求惠州要有一个明
确的定位，我们的受众是谁？是普通市
民还是专家学者，这个问题对我们接下
来的研究很重要。”

记者了解到，文化智库成立以来，
一直围绕着惠州文化领域热点、难点
和突出的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在惠州
全市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产业
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建设、
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文化人才队伍建
设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或帮助引入专
业资源。

近两年来，在惠州各个
乡村中，有这么一支队伍，他
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宣传了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丰富了
村民的文化生活，他们就是
由惠州市文联组建的文艺宣
讲队。

2018年 8月，文艺宣讲队
开始筹建，在企业和学校进行
两场试讲活动后，于2018年9
月 11 日正式成立，目前有队
员 55 人。2019 年，惠州市文
联正式启动“文艺助推乡村振
兴发展‘四个一百’活动”。
2019年 4月 3日，宣讲队在汝
湖镇上围村举办了首场宣
讲。截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
已有38位宣讲员（不含 130 多
位摄影、联络、宣传、司机等服
务人员）深入全市七个县区的
乡村宣讲 145 场，听众 11125
人。其中，市民协宣讲 140
场，市作协、市美协、市摄协、
市京协、市诗联学会等团队宣
讲5场。宣讲队中，国家级文
艺 家 18 人 ，省 级 文 艺 家 7
人。队员们轻车简从，热情宣
讲，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热
烈欢迎。

到农村宣讲文艺知识，
宣讲内容要丰富多样才能适
应农村各年龄段人群不同层

次的需要。为此，市文艺宣
讲队征询了部分农村干部和
文化骨干的意见后，确定了
农村文艺宣讲的五个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文艺宣讲队
格外注重惠州有代表性的本
土文化，如惠州风俗、惠州文
物、惠州祠堂文化、惠州剪
纸、惠东渔歌、罗浮秘境、惠
州传统小吃等，他们还专门
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不断进
行调整。

两年来，宣讲员所到之
处，都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
热烈欢迎。听众认为宣讲很
接地气，能理论结合实际，讲
课方式生动活泼，既通俗易懂
又有学术内涵。有很多次宣
讲，听众意犹未尽，下课后还
围着老师请教，一些村民和学
生还成了宣讲老师的粉丝。

惠州有东坡寓惠文化、
客家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
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
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源，
需要大量的文化人才。就目
前而言，惠州的文化人才架
构仍有发展的空间。当地一
业内人士表示：“其实很多外
地人到了惠州之后，只要解
决其吃住问题，再加以适当
合理的福利，将他们留下并
不是大问题。”他建议，惠州
在引进人才时，应该更注重
人才后期的培养。

有了人才后，惠州又该怎
样向文化强市迈进呢？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
研究院副教授蔡武进表示，建
设文化强市必然离不开文化
产业的发展。他建议，要促进
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深入融
合发展，激发文化领域的创新
创造活力；要着重加强文化与
科技的融合，通过现代科技带
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同
时促进新兴文化业态发展；加
强文化与本地特色、新兴、品
牌产品的融合；加强文化与旅
游的融合，惠州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可以在发掘旅游产品的
文化内涵方面进行更好的包
装提升。同时，要充分调动社
会各层面的创新创造活力。
发展文化产业要充分依托社
会组织和行业机构的力量，不
能全部依赖政府管理；要进一
步推动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上
的支持；要加强其他领域资源
的调配、整合，助力文化产业
发展。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汤跃跃则建议，通
过文化创意和现代先进技术
将惠州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
生产方式进行“嫁接”，实现文
化资源产品化、产品生产批量
化。同时，要围绕文化资源延
伸产业链条，形成惠州特色文
化产业带；要重视文化产业上
下游产业链的建设，加大文化
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要围绕惠州文化资源创新产
业门类，不断增加高层次文化
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要在“专、
精、细”上下功夫，实现文化生
产内涵、科技、工艺等方面的
突破。

建设文化强市建设文化强市，，惠州搭建惠州搭建文化人才库文化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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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脉两大人文中心

培养百名宣传文化人才

文化智库提升科学决策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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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注重人才后期培养

文艺宣讲队下乡广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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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智库成立

杨侨镇归国华侨
生活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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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淡水场盐业
沧桑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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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海老街“盐埠头”
昔为淡水场场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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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西湖”
惠州人的文艺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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