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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广东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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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名家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韶关乳源迸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广东是56个民族成分齐全的省份。在历史长河
中，各民族同胞手挽手、肩并肩，同心毕力谱写南粤
发展华章。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
能少。”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广东大地上的坚

定行动。2022年 12月，《广东省全面推进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印发，广东各地全力推进落
实，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画卷徐徐展开，新变化、
新成就不断涌现，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汇聚

力量。
即日起，羊城晚报推出“聚焦广东民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专栏，鲜活呈现广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敬请垂注。

·李焕坤·

开栏语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欧阳志强 通讯员 乳宣近日，位于韶关市乳
源瑶族自治县的欧莱新
金属材料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正快马加鞭地建设
中，厂房、办公楼、宿舍楼
等配套设施陆续拔地而
起，一期土建工程预计于
2024年 12月全面竣工，
将为乳源带来一大批就
业岗位，为“百千万工程”
注入新动力。

记者了解到，近些年
来，乳源围绕绿色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
信息等产业，锚定新质生
产力，构筑高质量发展产
业链条，让“百千万工程”
从“施工图”转化为“实景
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各民族广泛交往交
流交融。今年上半年，乳
源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5.79 亿元，同比增长
6.6%，增速在韶关排名
第一。

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要
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

盛夏时节，乳源大布镇风
电场雾气弥漫，一台台风力发
电机擎天而立、迎风转动。近
年来，乳源大力推进新能源产
业发展，深入践行“两山理
论”，变生态“含绿量”为发展

“含金量”。紧紧依托丰富的
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优化
风电、光伏产业布局，充分利
用屋顶光伏不占用建设用地
的优势，分布式光伏林光互
补、渔光互补的优势，开发利
用多种新能源产业应用场景，
推动新能源项目持续落地投
产。据悉，2024年 1月-6月，
乳源能源项目投资已完成
2.27亿元，同比增长31.2%。

乳源还以韶关唯一产值
超百亿民营企业东阳光为龙
头，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
新，依靠前沿技术催生新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焕发传统
产业新活力。并围绕先进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新能源等产业链条，瞄准各类

“高精先”领域，“广撒网”开
展潜质调研，筛选、形成潜质
单项冠军培育库，“一企一策”
定制申报方案。今年3月，乳
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
有限公司成功入围广东省第
八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名单，为韶关首家入围企
业。5月，乳源首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重点企业欧莱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科
创板挂牌上市，也是韶关首家
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

近年来，乳源持续强化绿
色园区建设，形成了以电子材
料、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主导
产业的现代绿色产业体系，实
现园区绿色发展体系的全面
升级。

随着园区建设“量 ”与
“质”的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
在乳源这片产业沃土生根发
芽、拔节生长。今年初，乳源
高新区便成功入选了国家级
2023 年度绿色工业园区名
单，成为本年度全省145个同
类型园区中唯一入选的工业
园区。同时，乳源高新区还成
功获批广东省级节水型标杆
园区。4月，乳源产业转移工

业园获批为2023年度广东省
级特色产业园（铝箔）。据统
计，截至目前，乳源高新区已
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33 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省级
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24 家（含
国家级 2 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54家，专利数 500个，高
新技术产品200个，省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4家。

不仅如此，乳源还构建
了极具特色的乳桂经济走
廊，主要以 G240 线乳源新材
料产业园至乳源县城段和
S250 线乳源县城至桂头镇
段为主轴线，串联起乳城、
一六、桂头、游溪 4 个镇和东
坪镇新村的产、城、人融合
发 展 的 经 济 走 廊 ，全 长 约
38.5 公里，总面积 550 平方
公里，公路两边分布着乳源
现代农业产业带、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云门山生态文
化 旅 游 区 、健 康 医 养 产 业
区，是乳源人口、产业经济、
旅游资源、区位交通条件最
好的核心区域，也是新型城
镇化先行区和城乡融合发展
示范区。

目前，乳源以乳桂经济走
廊为轴线，推动和美瑶城、桂
头航空产业城、乳源高新技术
开发区、云门山生态文化旅游
区、健康医养产业区、现代农
业产业带建设，将乳桂经济走
廊建设为“双区”配套的产业
集聚区、生态大农场、旅游体
验场、康养目的地。

乳源瑶族自治县是广东省 3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其中瑶族
人口 27744 人、约占全县人口的
11.91％，辖区内旅游资源丰富。
自成功创建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和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以来，乳源坚持融合发展，结
合“百千万工程”战略部署，积极推
动文化旅游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创
新。

作为“世界过山瑶之乡”，乳源
积极打好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旅
游“组合拳”，通过“政府搭台+企
业运作”的方式，搭建民族文化产
业与民族特色旅游产业“双产业发
展平台”，进一步联农带农，促进乡
村文化、产业、人才同步振兴，助力

“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在“一

袋旅游手信”战略部署下，乳源启
动“瑶山有礼”文旅融合亮点工程，
累计投入省级文化补短板专项资
金、专项债和县财政资金 1400 余
万元，建成了韶关市首个非遗文创
孵化基地，2023年至今，由基地孵
化的瑶绣瑶药经络锤、瑶绣香囊等
拳头产品月均销售额提升 50%以
上，订单遍布全国各地，有力促进
了非遗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推动了粤北少数民族特色文
化“走出去”。

乳源立足于民族地区天然禀
赋，着力发展瑶族风情旅游产业，
全面打造瑶族文化主题酒店等，并
大力推动民族风情进景区、进酒
店、进民宿、进农旅综合体，推出

“A级景区+瑶族风情展演”“温泉

酒店+瑶药熏蒸泡浴”“星级民宿+
瑶族刺绣设计”“农旅综合体+瑶
族民俗活动”等亮点项目，进一步
擦亮“世界瑶乡 疗愈圣境”旅游城
市名片，力争把乳源发展成为广东
省最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旅游目的
地。

接下来，乳源将紧紧抓住省民
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廊道规划和建
设等机遇，发挥“绿美广东”南岭生
态屏障核心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
优势，写好“绿美”文章，讲好民族
团结进步故事，牢牢把握推动文旅
体融合发展的各项抓手，进一步补
短板、强弱项、夯基础，加快提升文
旅体产业整体实力，以文旅体领域
高质量发展助推“百千万工程”取
得新的更大成效。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实现产业迭代升级

做好“瑶族文化+”文章 带动全域文旅体融合发展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陈晓楠 何文涛
实习生 叶恩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刘畅

名家齐聚琶洲 书香笼罩南国
书香飞“粤”山海
中法文化在此交汇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何文涛，实
习生许顺瑾、黄文禹报道：“2024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正火热
进行中。今年南国书香节的主宾
国是法国，2024南国书香节暨羊
城书展在琶洲主会场设置了法国
主宾国馆。连日来，法国馆举办
了一系列具有中法友好交往元素
的文化交流活动。南国书香飞

“粤”山海,中法文化在南国书香
节琶洲主会场交流绽放。

文学交流的盛宴

“鼓励人们重拾希望，去发现
和创造个体生命的意义，这是我
们从法国文学收获的最丰富的启
示。”中法语言文学比较研究会
顾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党委
书记、校长徐真华以“60年，法国
当代文学在中国”为主题，剖析
法国文学的特点与发展脉络。

“文学是普世的语言，它可以
跨越差异与国界并且提醒我们：
尽管我们各不相同，但人性共
通。”现场，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福
希玮说，青年时代便对中国文学
产生了浓厚兴趣。法国驻广州总
领事馆文化领事白川鸿也表示：

“两年前我到广州买的第一样物
件就是书。我喜欢《读者》等文
学杂志。”

在“遇鉴法国”文学展区，深
圳出版社近年来引进和翻译出版
的数百种法国图书吸引不少读者
驻足。日前，在开馆仪式后，法
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以及广东新华
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向广州
法国国际学校（EFIC）捐赠了历
年来获傅雷翻译出版奖的图书。

艺术火花的碰撞

设计艺术同样是文化交流中
非常重要的板块，在法国馆内有
着以服装设计和建筑设计为主题
的展区，展示了各具特色的中法

交流成果。ESMOD 广州-法国
高等服装设计学院展出了本校学
生的设计作品，涉及中国书法、蓝
染元素等主题。该校事业发展部
总监余珺表示：“希望能把更多国
际化先进设计理念、创新工艺引
进中国，同时也把中国优秀、灿烂
的文化输出到全世界。”

法国建筑设计所AAUPC景
观设计师黄诗季向记者介绍了在
广东结合法国建筑设计理念产出
的一些代表性建筑成果。例如，
在广州白云设计之都的规划中，
建筑高度方面就借鉴了法国低密
度开发的特点，给人们留足了抬
头可以看见广阔天空的开放视
野。

一体化发展之道

高大伟（David Gosset）是
一名来自法国的汉学家、国际关
系专家，曾创办中欧论坛、发起
中欧美全球倡议。这次书香节
上，高大伟带来了《灵感·大湾区
——一个法国汉学家的中国南方
调查》这一新作品。

“大湾区的人口比法国总人
口都多。比亚迪总部就在大湾
区，比亚迪的成功秘诀就是他的
创新能力。这一点在整个大湾区
都非常突出。对大湾区来说，我
觉得它的未来已来。”高大伟说，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为广东与法
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和平台。

高大伟对中国大湾区的一体
化发展非常感兴趣。他表示，这
和欧盟的一体化发展有相似之
处，能够给法国的发展提供非常
重要的参考，希望可以互相交
流，互相借鉴。在他看来，一体
化发展最重要的硬件条件是交
通，他亲身体验了港珠澳大桥和
新近开通的深中通道，认为拉近
地理距离对经济文化交流发展有
积极作用。

名家活动，历
来是南国书香节最
受 读 者 欢 迎 的 部
分。 2024 南国书
香节暨羊城书展可
谓星光熠熠——8
月18日，葛剑雄、王
立群、阿来、马伯
庸、祝勇等来自全
国各地乃至海外的
文化名家，在琶洲
主会场开设讲座、
举办读书分享会，
与读者零距离分享
阅读经验与人生心
得。

名家的到来，
让今年的书香节格
外热闹，周末的大
雨也阻挡不了热情
的读者。举办名家
活动最密集的 8号
会议室，更是成了
书展的“香饽饽”，
活动开始前几个小
时就已大排长龙。
不少读者怀抱着书
籍，期许着与名家
的见面和互动。在
这场读者与作者的
双向奔赴中，书香
弥漫，阅读的意义
和 价 值 也 得 以 彰
显。

8 月 18 日上午，2023 年度中国
好书《品读中国》创作分享活动在
南国书香节期间举行。著名历史
学家葛剑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曹家齐来到现场，向读者讲解充满
干货又富有趣味的中国历史。

“中国”国名由何而来？中华民
族如何形成？中华文明如何由微而

盛、浩荡蓬勃地发展？葛剑雄指出，
现今发现最早载入史册的“中国”二
字出现在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
上，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何尊
铸造于周成王初年，距今已有三千
余年。他介绍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
程。在古代，“夏”与“诸夏”原本是
指代中原地区的人民，后来逐渐延

伸为其文化的象征。而“华”字则源
于“花”，形容中原人有章服之美。

“‘华夏’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美丽中
国’。”葛剑雄说。

随后，曹家齐带来一场关于
“万里通途——中国历史上的陆路
交通”的精彩分享，介绍中国历史
上最具特色的交通制度“驿传”。

葛剑雄：“华”亦作“花”“华夏”相当于“美丽中国”

王立群：读懂《史记》 就能理解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
8 月 18 日下午，著名文化学者

王立群携新作《王立群读<史记>
精装典藏版》做客南国书香节，以
深入浅出的方式引领在场读者走
入司马迁的《史记》。

在王立群看来，《史记》的魅

力在于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生
动描绘，他鼓励读者在阅读时不
仅要关注历史事件的表象，更要
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与
动机，从而洞悉人性的普遍规律
与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读懂《史记》，就能理解中华
文化的道德伦理、家国情怀，以及
对历史经验的尊重与传承。它提
供的历史智慧，有助于我们反思过
去，指导未来，对每一个现代人都
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王立群说。

阿来：好故事有腔调 我一直在倾听内心的声音
8 月 18 日上午，“穿越时空的

文学经典——《尘埃落定》30 周年
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举行。活动
现场，《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讲述
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

当年为了写出满意的作品，

阿来在“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
召唤下，走向自然，走向大地。在
翻过一座座山，见过一群群人后，
阿来找到了人和自然的联系与感
应，也找到了写作的方法。

“好的故事是有腔调的，我一直

在倾听自己的内心，那个声音出现
的时候我就开始书写了。”阿来称，
当年写《尘埃落定》时，正值五月，杜
鹃花刚刚开放，大地生机勃发，几只
画眉在窗外声声叫唤，让他找到《尘
埃落定》叙述的调子和方法。

马伯庸：每次到广东 都像回家一样
8 月 18 日，作家马伯庸《食南

之徒》新书分享会暨读者见面会
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新书
是继《长安的荔枝》之后，马伯庸
创作的又一部聚焦古代岭南地理
与风物的历史小说。

这本书创作的灵感源自马伯

庸早前在南越王博物院参观时看
到的南越木简。因为父亲曾在广
州花都工作，马伯庸每年都会回
广州待一段时间：“每次到广东，
我都感觉像是回家一样。”

活动现场，有小读者提问：为
什么你总是写小人物，而不是写

历 史 中 的 大 人 物 ？ 在 一 片 笑 声
中 ，马 伯 庸 回 答 称 ，因 为 他 自 己
也是小人物，读者大部分也是小
人物。从小人物视角出发，大家
才会发现这些历史的丰功伟绩背
后 ，是 无 数 个 小 人 物 的 支 撑 、付
出和努力。

祝勇：在文字里 将故宫这座早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
8 月 18 日下午，故宫博物院研

究馆员祝勇的《故宫建筑之美》新
书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举行。

“我试图在文字里将这座早
已建成的城重造一遍，材料不再
是 砖 石 、楠 木 、琉 璃 瓦 ，而 是 文
字……在重建里，我还动用了无
数次的寻觅、追思与想象，因此这

重塑不只是借助文字完成的，还
要借助情感、生命与血肉。”在分
享会上，祝勇谈及他感受到的故
宫的鲜活。

“有一天，我去冰窖餐厅参加
晚宴。从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
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
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

祝勇说，此后，每当在凛冽的寒风
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
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
回声，“（我）都会清晰地意识到，
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但它
不是死掉的、只能用来瞻仰和凭
吊的河，它也是一条现实的、鲜活
的、有生命力的河”。

乳桂经济走廊沿线兴旺美丽

在乳桂经济走廊沿线的一六镇，赤松茸迎来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