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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
纳入民生领域纳入民生领域

【文脉一周】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发布《关于命名河北省清河县
等 171 个地区为全国基层中
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惠州市博罗县光荣上榜，获评
2019 年-2021 年创建周期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1 月 16 日，罗浮山新索道
正式运营发布。罗浮山索道
是惠州市目前唯一一条景区
客运索道，采用目前世界最先
进的自动脱挂吊箱式索道设
备，新索道全长 1537 米，共有
38 个封闭式透明吊箱。

日 前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厅官网正式公布《第三批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名单》，惠
州茶园村、高岭村、下河村、
西群村、焦坑村以及 3 条乡村
旅游线路榜上有名。

为全力保障惠州市疫情防控大局，大亚湾红树林城市
湿地公园密闭场所、惠州植物园密闭场馆暂时关闭，惠阳区
文化馆、惠阳区图书馆及归善书房、叶挺纪念馆、叶亚来主
题文化展示馆、邓承修故居和邓仲元旧居主题文化展示馆、
惠东县图书馆、惠东县文化馆、上良民宿生态旅游区暂停开
放，惠城区元妙古观、惠东县九龙峰谭公祖庙、大亚湾狮子
山观音寺实施“双暂停”措施。

“文化”成惠州两会热议焦点，“文化+”大有可为

阔步走向文化强市
惠民之州焕发魅力

年惠州两会在1月9日
至12日召开，作为全市
人民政治生活的大事，

备受关注。记者梳理惠州市政府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现文
化领域“含量高”，内容和篇幅增加
不少，被纳入民生范围。从两会透
露出的新信号看，“文化+”发展空间
巨大，文化界对此热议不断，纷纷建
言献策。

重视文化的背后彰显的是“岭东
名郡”的文化自信。在惠州市第十二
次党代会上，惠州市委书记刘吉提出
了文化建设的目标——焕发岭东名
郡时尚魅力。对此，惠州学院原副校
长、教授杨小清解读：“‘焕发’二字是
光彩四射振作之意。岭东名郡是惠
州历史地位的象征。惠州要焕发现
代城市的时尚魅力，体现出城市自身
文化自信的累积支撑。”

2022

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领域建设成
为重点内容之一。文化被更广义地纳入到民
生领域，文化战线所取得的成果一目了然。

如今，文化元素在惠州市民生活中随处可
见。早晨到滨江公园打打太极，晚上到文化艺
术中心看看演出，周末再带孩子逛逛科技馆、
博物馆……这是不少市民的周末日常。在农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成后，博罗观背村的
村民闲时不再只是打牌，在书吧看书成为一道
风景线。

这是惠州文化建设成效的缩影，也是民生
事业取得全面发展的典型案例。过去五年，惠
州5个县区通过省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成功
入选国家首批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市。新增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6处。莫家拳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优秀文
艺作品及人才获省级以上奖项 170 余项。高
分通过国家卫生城市第五次复审，荣膺全国文
明城市“五连冠”、双拥模范城“六连冠”。博
罗县、龙门县荣获全国县级文明城市称号，博
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入选全国先行试验区。

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惠州文化强市扎实
推进，人民生活品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惠民
之州品牌更加响亮。为此，要开展惠民之州品
牌提升工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繁荣发展。

接下来，惠州将实施公共文体设施效能提
升行动，规划建设一批各具特色、集文旅体融
合服务的“惠享文化空间”；推出一批网红创
意景观和场所，活化提升利用西湖景区建筑设
施，打造更多群众家门口的“文化客厅”；推动
慈云图书馆、市文化馆提档升级；鼓励支持本
土文艺创作，继续办好系列普惠型群众文体活
动；增设城乡公共空间体育设施，新增惠民球
场 100个，谋划建设体育主题公园，构建城市
15 分 钟 健 身 圈 ，着 力 打 造“ 身 边 的 运 动
场”……

诸多文化惠民的“利好”消息，引发热议。
惠州市人大代表、博罗县行政事业资产投资管
理中心中级会计师黄燕萍认为，目前倡导全民
阅读，尤其青少年对课外阅读需求较大，建议
加强社区读书吧建设，方便市民就近借书阅
读，打造家门口的“图书馆”。

“建设‘城市书房’，让文化小康成果惠及
市民。”惠州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学习和文史
委主任张海燕建议，制定“城市书房”等惠民
阅读服务的发展规划，引入文旅企业等第三方
专业团体参与“城市书房”平台建设和运营服
务。“城市书房”不仅可提供公共阅读服务，还
可适当开展公益讲座、文艺表演、艺术培训、
非遗展示等活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使
用效能，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需求日益迫切需求日益迫切，，““文化文化++””发展空间巨大发展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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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史
与 1400 多年建城史，人文底蕴深
厚，于2015年成功摘取“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金牌。今年惠州将聚焦
优美花园城市，实施城市现代品质
提升工程，持续擦亮历史文化名城
金字招牌是重点工作之一。

报告提出，将坚持保护优先，
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研究制订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新增一批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和非遗保护项目，加
快实施中山公园及其文物保护整
体提升项目，推进府城遗址考古工
作。启动环西湖文博群落、东湖旅
店二期等项目建设，打造更多城市
文化IP，更好彰显鹅城千年文化特
质。扎实开展历史街区、传统村
落、古建筑、古驿道、古树名木资源
普查，完善保护修缮机制，让城市
留住记忆。积极参与“海丝联盟”
交流合作，推进“海丝”史迹保护利
用，谋划建设白马窑考古公园，让
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新光
彩。

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惠州文物
遗迹浩如烟海。惠州市政协委员、
惠城区政协副主席甄红表示，东湖
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具
有重要的革命历史价值和文物保
护价值，建议加强东湖旅店文物保
护和推动二期修复，深入挖掘街巷
红色文化内涵，把创新创业基因和
东纵精神深度植入惠城街巷文化，
并通过多种宣传手段，向市民普及
惠城历史文化知识，增强红色文化
保护意识；强化市区部门协作，创
新方法途径，依托文物资源讲好东
纵故事、大营救故事，让文物活起
来，推进东湖旅店二期工程，使其
更好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场所。

“报告提出，擦亮历史文化名
城金字招牌，作为一名文体旅游工
作者，非常振奋，更觉信心倍增！”
惠州市人大代表、博罗县旅游发展
促进中心主任陈金定认为，当前，
基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
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资金和
人才也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承工作的开展。建议加大
惠州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力度，
尤其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保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
传承。如，通过“非遗+文创”“非
遗+现代科技”等方式，开展非遗小
讲堂、非遗演出等活动，打造具有
惠州文化内涵和特色的手信产
品。建议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创造
条件，支持研学旅游的发展。

2021 年 11 月，惠州成功加入
“海丝申遗城市联盟”，彰显了惠州
“岭东名郡”的丰厚底蕴，也进一步
推广惠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字招
牌。作为惠州重要的“海丝”史迹
之一，白马窑遗址的保护利用成为
关注的焦点。在今年市两会期间，
惠州市人大代表，惠东县白盆珠镇
鹿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廖
土金等13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交
《关于加快推进白马窑遗址公园规
划建设的建议》，建议以“大遗址公
园”为规划设计方向，加快白马窑
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打造独具特色
的文化旅游新地标。

白马窑遗址位于莲花山脉东
支白马山西侧白盆珠水库南侧，即
白盆珠镇白马村至横江村一带，
2015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八批文
物保护单位。经过勘探显示，白马
窑是广东省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
大的窑场，是广东明代最重要的仿
龙泉青瓷窑场，在我国明代海外陶
瓷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该建议提到，以建设国家级考
古遗址公园为目标，结合白马窑群
所在地白马、横江两村区域环境特
点，以已开挖的白马三官坑窑址（地
点横江村）为主体，加快推进白马窑
遗址规划建设，确定文化主线，串联
历史遗存，释放窑址文化价值。同
时，统筹协调做好广东省陶瓷标本
库房的建立，以此作为启动白马窑
大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首期项目。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惠州基地
考古标本库房”已通过国家发改委
审定进入“十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建设地点
在惠东县，各级相关部门应该积极
协助推进项目建设，加快选址与经
费落实，让惠东县成为广东省陶瓷
研究汇聚的重要基地。另外，建议
建立专项机构，加大保护经费投入，
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为遗址公园建
设和白马窑址群申报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打下基础。

3■ 持续擦亮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持续擦亮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近年来，
惠州厚重的文化底蕴对社会经济各
个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刻，正上升为
核心要素。各个行业与产业对“文
化+”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惠州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有体现，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文化+农业”发展空间巨大。
报告提出，将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
加工，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
等产业深度融合，建设5个三产融合
发展示范镇。不断提升乡村现代生
活品质，发挥党群服务中心作用，健
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文
化大下乡活动，让农民过上更具民
俗文化内涵的现代新型乡村生活。

“未来 3 年还将打造 30 条乡村
振兴综合示范带。”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惠州将立足留住乡风乡
韵和本土文化，综合推进村庄规划
优化提升。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带将
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产业园等
资源禀赋和基础，注重产业导入，突
出文化内涵。

惠州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兼具，
在“文化+旅游”方面，大有可为。报
告提出，将围绕环西湖、环罗浮山-

南昆山、环惠州湾三大平台，将山海
湖泉岛特色资源串珠成链，积极参
与建设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深化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市建
设，做优“夜色惠精彩”品牌，培育六
大文旅夜间消费圈。

“希望惠州强化文化属性，发展
以文化内涵为主导的旅游新模式。”
惠州市政协委员、民进惠城区总支
主委、惠州市新湖小学校长冯素娟
对此颇为期待。她建议，根据各县
区不同旅游资源特点，突出以生态、
农业、体育、民俗、商业、红色、海洋
等各类文化定义的主题，深度挖掘各
类文化内在元素，如老字号、历史人
物事迹、文化古迹遗产，结合景观资
源的独特性，重点赋予其物质性文化
符号和精神性文化特征，强化现有文
旅基础底蕴，通过文化滋养旅游，旅
游蕴含文化，实现文旅体相融合、旅产
互动、旅城一体的全域旅游发展。

冯素娟还建议，惠州科学规划布
局，统筹“四区+三县”文化旅游资源
规划布局，突出地方特色旅游资源的
文化独特性，推进文化铸魂、发挥文
化赋能作用，如惠东的红色与海洋文
化、龙门的温泉生态康养文化、惠城

的古城历史人文文化、博罗的农业生
态文化等。同时，开拓文旅新业态，
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打造

“一区一湾一带”文旅集聚区；培育一
批文旅新业态新产品，引导推动创意
产品、非遗项目、体育赛事等文化资
源进景区；创新文化旅游传统产业，
开发具有景观文化特征的产品，如西
湖标志纪念徽章纪念品、苏东坡动漫
泥塑，增加文化旅游的附加值。

文化情感体验能为文旅产业赋
能。冯素娟建议，开发更多的文旅
体验式项目，增强文旅的趣闻性，营
造更好的文化现场氛围和情景表
现，重点景区开展现场文化主题表
演和群众互动，顺应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利用现代信
息科技，开展各类文化在文化创作、
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应
用，如景区文旅直播、三维立体实
景电子导游服务、红色文化沉浸式
场景展示、微电影与广告、文化创
意和设计等，加强信息技术创新与
智慧文旅新业态链对接。“如此，才
能真正让文旅新业态成为引领和
示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冯
素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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