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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共广东区委旧址，《百秒
看百年》红色故事系列微视频正在馆
内播放，来此参观的少先队员、共青团
员、共产党员均驻足观看。

在相隔不到一公里外的团一大纪
念馆，一名稚气未脱的小学生讲解员
正娓娓道来团一大的历史。

距中共广东区委旧址约 600 米开
外的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非遗传

承人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向八方来客呈现广州“最广府”的现
代一面。

借助辖区内红色资源打造“红色
研学季”，立足广府文化发源地、千年
商都核心勾勒广州的“文化记忆”……
近年来，广州市越秀区厚植文化底
蕴，全力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让世界
在这里看到广州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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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越秀 33.8 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集聚了中共党史上的
十个第一：例如广东省立宣讲员
养成所遗址，广东首个党支部诞
生于此；东园文化广场，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共三大会址
纪念馆所在，促成了第一次国共
合作的建立……风云变幻的历
史，在越秀，留下痕迹。

据统计，广州全市红色史
迹（不可移动文物）共 115 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
处、省文物保护单位 6 处。在
越秀区辖内，有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 68 处，红色革命遗址 31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0 处，占全市的 67%，红色
旅游资源点124处。

面对如此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如何更好地规划利用，
让其融入到生活中？2022 年，
越秀区深挖活用红色史迹资
源，丰富红色文化教育模式，
集中在 7 月至 9 月，面向党员
干部、群众、青少年，重磅推出

“红色研学季”品牌活动，让红
色教育更鲜活、更生动、更有
吸引力。

在大众的眼中，“研学”二
字可能更多地聚焦学生群体，

但越秀区打造的“红色研学
季”，受众范围更广。越秀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顾文在此前
接受采访时说：“通过红色剧
目鉴赏、红色主题游学、红色
公交打卡、红色故事讲述、红
色志愿讲解、红色文艺创作、
红色歌曲传唱等不同的红色
研学项目，我们由浅至深设计
研学内容，为不同人群提供

‘分众化’的体验。”
何为“分众化”？就是针对

不同的群体，进行不同的内容
设定：针对党员开展“越秀先锋
行”，针对团员开展“团一大青
年说”，针对少先队员开展“青
少年暑假红色立体研学”、针对
群众开展“城市记忆大巴”之红
色巴士出行等。仅学生群体，
越秀区教育局就在沿用该区首
创的“学、访、讲、唱、画”红色立
体研学模式的基础上，借助区
内学校与场馆双覆盖的优势，
将线下活动与线上展示深度融
合，使活动向更多维度延伸。

“我们以‘成就教育’为切
入口，围绕经济、文化、科技、乡
村振兴、生态文明五大板块，以
假日小队为单位，寻访新成就，
让队员们感受国家的发展成
就。”越秀区教育局综合教育科

科长邹森桦告诉记者，这个暑
假，一些少先队员在东濠涌博物
馆承担讲解任务，一些少先队员
走进“家门口的红色学堂”。

围绕“红”读越秀、“红”看越
秀、“红”游越秀、“红”说越秀、

“红”创越秀这五大主线，“红色
研学季”活动从校园走向社会，
面向党员干部、群众等群体。曾
参与“越秀先锋行”首发仪式的
越秀区直机关团工委副书记张
奕佳说：“我们按照‘瞻仰一次红
色旧址、参加一次政治生日、重
温一次入党誓词、观看一部专题
短片、参加一场学习研讨、讲述
一个红色故事’的模式，深刻感
受越秀红色文化的魅力。”

越秀区表示，他们积极开
展红色文艺创作，先后创作了
红色沉浸剧《虹》、中共广东区
委旧址纪念微视频《百秒看百
年》，丰富了红色文化教育内
容；打造系列精品“云”党课，扩
大了“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的
影响力；开展“越读研学营”系
列活动，推出“行走”“阅读”“生
态”“广府”“创客”“艺术”“影
视”“云上”等八大系列共18场
研学活动。通过红色史迹与声
光电的结合，红色文化在越秀
变得愈发立体和生动。

越秀作为广府文化发源
地、千年商都核心，是两千多年
来延续不变的广州城市中心，
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承
载了珍贵的“文化记忆”，见证
了广州悠久的历史。

2022 年 6月 12日，广州非
遗街区（北京路）正式开街。这
段位于中山四路的非遗街区，在
历史上，曾是“惠爱路”的东段。
民国后期，这条老街逐步发展成
为以商肆为主的骑楼店铺。

为了能让到来的群众拥有
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这一非遗街
区在设计上颇费心思。相关部
门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访谈等方

式，深入挖掘广府人的行花街习
俗，采取创新的场景设计和体验
模式，打造“永不落幕的花市”，
重构广府人“行花街”的记忆。

非遗街区是展示岭南非遗
文化的重要载体。早在这一街
区正式开街前，越秀区就在为
岭南非遗的活化努力。2015
年开始，越秀区携手广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创
办了广东省非遗创意设计大
赛，每年一届，吸引了粤港澳众
多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大学联
盟、传统工艺商家、文创产业公
司以及众多年轻创意者的热情

参与，联动大湾区非遗传播力
量，让广府非遗魅力辐射全国。

在传统大型节日期间，越
秀以广府庙会、迎春花市等传
统节庆日活动为契机，搭建广
府文化展示交流平台，对广府
文化进行展示。2022 年春节
前后，越秀推出“广府味·幸福
年”广府文化系列活动，通过全
方位推进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
的有机融合，首创“广府庙会元
宇宙”概念，打造集文化、场景、
消费为一体的活动新模式，引
领民众体验幸福广府年。据统
计，相关话题在新浪话题超过
1.3亿、抖音话题超过1.5亿。

文化要做到有生命力，靠
的不仅是展示，更需要延续与
发展的平台。越秀区在传承红
色文化的过程中，打造“红游越
秀”品牌活动。结合红色景点
打卡和趣味任务闯关游戏，以
线上线下互动模式，追寻革命
烈士英雄事迹，沉浸式体验越
秀区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该
区推出亲子迷你红色游特色路
线，促进“旅游+红色研学”融
合发展。

依托广州非遗街区（北京
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越
秀区以教育、消费、体验、讲
座、展演等手段为载体，采取
真人、图片、实物、音像等形式
进行全方位展示，深化对“三
雕一彩一绣”、广州戏服制作
技艺、广东醒狮、广州饼印制

作技艺、通草水彩画绘制技艺
等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的保护和传承，推动文商旅深
度融合发展，助力广州“中央
文化商务区、创新发展先行
区、品质城市示范区”的建设，
引领“文化+”蝶变。

在传播非遗文化的过程
中，越秀区融合版权保护、创
新创业项目，搭建产学研一体
的广府文创展示、交易、对接
平台。在广东省非遗创意设计
大赛的平台上，越秀区孵化了
非遗新生代，成立现代化企
业，并以购买服务形式与非遗
运营商合作，探索“非遗+文
创”的新路径，开发了“广府幸
福礼”文创礼包，通过“财富论
坛”等途径带到世界各地，推
动广府非遗时尚化、品牌化、IP

化、产业化。
当前，越秀区正在深化广

府文化（越秀）生态保护实验区
建设，引导发展多样化特色产
业，打造“最广府”世界级经典
文旅线路。同时，还将实施文
化改革振兴工程，发展新兴传
媒、数字文创、动漫游戏、艺术
设计、影视制作等高端产业，做
大做强北京路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在新的领域，越秀
区还将探索文化金融产品和服
务创新、文化与金融合作模式
创新，增强金融服务文化和旅
游产业能力，加快创建国家文
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

有着 2200 多年历史的广
府文化在此沉淀，新业态下的
岭南文化在此静待启航。这里
是越秀。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
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
要极大丰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
华。近年来，广州始终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大力实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聚魂工程、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筑
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据介绍，2018 年 10 月以来，广州
举办逾 15 万场各类理论宣讲、6000 多
场局以上单位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建成 58 个人文社科研究
基地、10 家新型智库、9 家决策咨询研
究基地和16家青年马克思主义人才培

养研究基地。
与此同时，广州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打造
“家门口的红色学堂”，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近17万场次，累计2244万人次参
加。

依托306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广州还编织出一张“全市覆
盖、出户可及、群众便利”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服务网络，把党史课堂开进街
头巷尾，至今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5 万
多场，惠及千万市民。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场场宣
讲学习活动，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基层，让党的
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州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广州设计团队设计的冬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火爆出圈；“广州出品”的
电影连续两年喜“擒”金鸡；时隔 34 年
粤剧重回央视春晚主舞台；永庆坊、北
京路游人如织……

作 为 岭 南 文 化 中 心 地 ，近 年
来，广州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

岭南文化活力迸发，不断
出圈、吸粉无数，同

时也成为很多
文 化 产 业

和 产

品的基地，带动广州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

据介绍，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广
州文化产业链完善，产业门类齐全，发
展基础较为雄厚，文化产业支柱性地
位日益凸显。其中，新闻信息、动漫、
游戏电竞、数字音乐、直播、文化装备、
超高清视频等产业门类规模居于全国
前列。

作为广州市一年一度的文化盛
宴，自 2017 年起，广州搭建起广州文
交会这一文化产业宣传展示和对接交
易平台，展会规模、成交金额和影响力
逐年提升，不断助力广州文化企业做

大做强。
文化引领、以文兴业，文

化产业为广州城市发展不
断注入澎湃活力。数据显
示，“十三五”以来，广州文
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年均
增速 11%，占 GDP 的比重超
过 6%。2021 年广州文化产
业实现增加值约 1730 亿元
（ 测 算 值 ），同 比 增 长
12.6% ，占 GDP 比 重 约 为
6.2%，规上文化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达到4807亿元。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
看作品。近年来，广州文艺精品力作
频出，艺术展演繁荣发展。

电影《南越宫词》《点点星
光》《掬水月在手》获中国电影金
鸡奖，舞剧《醒·狮》获中国舞蹈

“荷花奖”舞剧奖，杂技节目《升
降软钢丝》获世界马戏节最高奖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近年来，广州 40 余部文艺作
品获国家级奖项，400余件美术、雕
塑作品入选市级以上重要美术展
览。在2022年广东省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广州18
部作品入选，全省第一，创历年数

量之最。
在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中，广州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粤剧艺术博物馆、南汉二陵博物
馆等建成开放，广州文化馆新馆、美术
馆、粤剧院新馆等即将亮相；176 个镇
街均设立公共图书馆（分馆），图书馆
覆盖率达到 100%；“名家周末大舞台”

“羊城之夏”“书香羊城”“诗词之都”等
文化活动接踵而来……广州积极打造
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群众文化百卉千
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文化消费成为
居民的新时尚。

珠江奔流，生生不息，滋养出广州
2200 多年的历史文明，形成广州独特
的文化底蕴。

在这里，风云激荡的红色文化、源
远流长的岭南文化、融通中外的海丝
文化、敢为人先的创新文化交融汇聚、
蔚为大观。

整体规划保护、全面修缮广州起
义烈士陵园，改扩建中共三大会址
纪 念 馆 ，新 建 团 一 大 纪 念 馆 ，出 版
《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等重要
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广州英雄城
市的底色更加鲜明，红色文化融入
城市发展，红色基因转化为城市文
明的精气神。

推动南石头监狱、陂头岭等重要
遗址原址保护，恩宁路永庆坊、北京路

“绣”出别致广府风情图，《广州大典》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相继推出，广州

国家版本馆开馆迎客……广州注重文
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传承千年的岭南文
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携手成立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城
市联盟，实施海丝申遗三年行动计划，
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研究中心，接连举办多场国际会议活
动……广州通过凝固在文物和史迹中
的记忆，讲好中国故事、广东故事、广
州故事，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以更
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

共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谋
划建设广州科技创新轴，布局人工智
能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布全面深化改
革“路线图”……广州突出创新在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向创新要
动力，向改革要活力，唱响开拓创新的
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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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声音传遍万家 春风化雨凝聚人心

擦亮四大文化品牌 延续千年历史文脉

文艺精品力作频出 家门口享文化盛宴

岭南文化不断出圈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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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气质和根基。2018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广州时提出，广州要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
新出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方面出新出彩。

近年来，广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赓续血脉、守正创新。沿着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积极推进文化强市
建设，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奋力开创文化强市建设新局
面，全力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肩负岭南文化薪火相传重任，广州
国家版本馆开馆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林桂炎 贺全胜 摄

越秀区打造的“红色
研学季”，受众范围广泛
越秀区融媒体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