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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近
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公布 2023 年度广东省健康县（市、
区）技术评估和复评结果，东莞市长
安镇被确认为“广东省健康县（市、
区）”。至此，东莞市 33 个镇街（园
区）全部建成省级以上健康县区，实
现健康县区全覆盖。

据了解，2014-2018 年，石龙镇
和寮步镇先后入选全国健康县区试
点项目，建成全国健康县区。2018
年起，东莞市全面启动并推进广东
省健康县区建设；2021年，建成广东
省健康县区 20 个；2022 年，建成广

东省健康县区 10 个；2023 年，建成
广东省健康县区 1 个。目前，全市
已建成全国健康县区 2 个，占全省
的18.18%；建成广东省健康县区33
个（包含国家级）占全省的 32.04%；
健康县区建成率达100%，提前两年
实现健康县区全覆盖。

近年来，东莞市全面推进健康
县区建设，落实健康东莞行动，各镇
街（园区）高度重视，将健康县区建
设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始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首位，
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东莞已建成广东省健康促进单

位 1329 个，其中健康促进机关 222
个，健康促进村/社区360个，健康促
进医院83个，健康促进学校362个，
健康促进企业221个，其他健康促进
单位 81 个；广东省无烟单位 2510
个；广东省健康家庭162274个。

与此同时，东莞大力打造健康主
题公园、健康步道、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健康支持性环境等。目前，全市已
建成镇级健康主题公园84个、健康
步道113条，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健康
支持性环境建设场所/单位 245 个；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康
运动成为东莞市民的生活风尚。

“通过音乐巴士进行文化、
旅游体验，把东莞这座城市优
秀的公共文化空间、旅游景点、
热门打卡地、潮流街区串联起
来，这是音乐巴士在基本的交
通属性上，对旅游、文化属性的
拓展。”莫振飞告诉记者，除了
音乐巴士外，东莞巴士公司还
曾联合东莞图书馆推出书香巴
士，以及在篮球城市文化节期
间推出“篮球城市号”等等，通
过打造各类主题巴士，用文旅
融合的移动空间去更加丰富东
莞市民休闲、社交场景。莫振
飞表示，未来公司还将继续创
新业态孵化，进一步深化文旅
融合，对接多业态合作，衍生出
更丰富的公交增值服务产品，
让公交服务与市民生活更贴
近，满足市民群众对文旅潮流
新玩法的需求。

在东莞，潮流新玩法的打
开方式远不止一种。今年夏
天，东莞在核心商圈举办“漫·
延”火柴盒音乐节，持续11天，
线上线下获超千万关注，潮流
文化在盛夏持续“蔓延”；9月，

“Live House”这种深受年轻
人喜爱的新潮业态也走进了东
莞玉兰大剧院，新一代年轻群
体在“家门口”就能跟着躁动的
音乐释放压力，找到属于自己
的“精神小窝”和“灵魂加油
站”；12月 15日，位于东莞市民
中心首个专业滑板公园——T.
O.P极限运动公园正式开园，将
年轻人喜爱的滑板运动融入潮
流场景之中……在东莞，各类
潮流文化的新业态、新场景、新
体验正在这座潮流之都层出不
穷，年轻人的文旅、休闲生活正
变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东莞实现省级以上健康县区全覆盖
建成广东省健康县区33个（包含国家级）占全省的32.04%

潮流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

文/羊城晚报记者 石梦卓
图/受访者提供

坐上音乐巴士与音乐、美
食、美景一路相伴，在专业滑
板公园展现活力青春姿态、在
Live house跟着音乐节拍肆
意跃动……在东莞这座常住
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青
春之城、潮流之都，深受年轻
人喜爱的潮流玩法层见迭出，
解锁文旅融合的新场景、新业
态、新体验正逐渐成为东莞市
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方式。

当前，东莞正在全力推进
文化强市建设，打造潮流文
化，让“潮流东莞”城市文化
名片以更加灵动的新潮玩法
呈现在市民身边，也让这座
城市不断释放精彩与魅力。

音乐巴士点亮文旅夜生活
新潮玩法层出不穷，释放东莞城市魅力

今年以来，“潮流东莞·火
柴盒”与露营节、音乐节结合，
已然成为了东莞潮流文化的新
风尚，而让会唱歌的“火柴盒”

“动”起来，穿梭在东莞的街头
巷尾，便是潮流东莞新玩法的
又一种打开方式。

9月22日“世界无车日”当
天，一辆“黑金刚”行驶在东莞
的街头上，炫酷潮流的灯光装
点着这辆满载欢笑的音乐巴
士。这是东莞市文化馆与东莞
巴士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潮
流文化馆·音乐巴士”（下称音
乐巴士），为市民带来东莞首
条城市夜景观光线路。“双节”
期间，众多市民登上音乐巴
士，与东莞民乐团、珸琹组合
等本土知名音乐人团体成员一
同开启“音乐漫游”。伴着悠
扬 的 旋 律 ，打 卡 东 莞 城 市
CBD、网红场馆、潮流街区等
文旅新场景；10月 11日，香港
艺人王祖蓝到东莞厚街拍摄旅
游推介栏目，试乘音乐巴士，
感受潮流东莞的新变化；2023
湾区文采会（东莞站）开幕前
夕，来自一时半刻、莞邑木子
美学等 6 位湾区文采会推介
官，乘音乐巴士出发，一路且
行且歌，分享属于他们的文采
会故事。

这辆以“交通+旅游+文

化”为核心运营理念的音乐巴
士，为市民感受文化艺术交
流、美食品鉴和旅游观光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空间选择。巴士
内部不仅有立体声环绕音响、
无线手持麦克风、电视大屏、
点歌台等设备，中部的观众区
一改传统公交车的座椅摆设方
式，旋转座椅围绕着不锈钢立
柱打造的多个小吧台，还有配
置储存柜和冰冻柜的备餐区，
加上车身内外的音乐律动氛围
灯，潮流酷炫的移动空间氛围
感和互动感十足。

“自启动运营以来，音乐巴
士得到众多年轻人、尤其是小
朋友的喜爱，不少体验过的市
民朋友都觉得‘很新颖、很有
趣。’”目前，音乐巴士由东莞
巴士公司下属东莞市鸿运运输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运营推广。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莫振飞介
绍，音乐巴士目标群体以团建
拓展、生日派对、亲子研学等
团队定制出行为主，会根据不
同的需求提供巴士内部装饰布
置和个性化活动策划服务。莫
振飞分享道，近期还陆续接到
婚礼接亲、团队联谊的需求，

“年轻群体希望突破传统，用
更加潮流、新颖的方式组织活
动，音乐巴士就提供了一个很
棒的选择。”

音乐巴士点亮文旅夜生活

音乐巴士

音乐巴士内氛围欢乐

▶东莞市民中心首个专业滑板公园——T.O.P
极限运动公园正式开园

演绎东莞非遗之美
让传统文化绽放新精彩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宝珠

古韵今风——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主题游园会近日在东莞城市学院举
办，来自东莞本土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们分享传统技艺的精
湛工艺，用实际行动演绎东莞非遗之美。在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早已成为日常，更是东莞普及非遗传承的重要品牌活动。据统计，目前东
莞市已有167个非遗项目、超40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开展传承传
播活动，累计走进330多所学校，开展普及性公益活动400多场，受益师生
超100万人次。

当前，东莞正全力开展文化强市建设工作，将具有东莞本土特色的非遗
文化以图文展览、活态展演、非遗课堂、非遗墟市等内容送进校园使得东莞
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中得到有效传播，同时推动学生沉浸式体验非遗技
艺，让岭南特色文化焕新发展，更具活力。在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上，东
莞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传统文化赋能，让传统文化在这里绽放新精彩。

精彩舞狮、传统书法，还有
古风十足的摊档，在东莞城市
学院 11 月底举办的首届主题
游园会活动现场，广东省非遗
项目茶山绸衣灯公的代表性传
承人李翠薇带来了茶山绸衣灯
公制作，展示系列非遗工艺
品。李翠薇在激励广大学子参
与非遗文化实践活动的同时，
也让这项非遗传统在现代校园
和当代大学生中得到更有效的
推广和传承。

游园会活动在大学校园里
广受认可，正是东莞大力推广
岭 南 文 化 焕 新 发 展 的 新 成
效。今年 9 月，东莞市茶山镇

“茶园游会五百载 非遗潮领
新时代”案例入选广东省 2023
年度文旅促消费优秀案例，这
也是全省 12 个优秀案例中东

莞唯一获奖案例。茶山茶园
游会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具有 500 余年历史，经过
十余年的打造与提升，已成为
茶山特色文旅活动的金字招
牌。当前文化强市建设在东
莞有序推进中，茶山镇对茶园
游会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在传承 500 年历史传统
的基础上，进一步搭建大湾区
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和文旅展
销多元服务平台，开展文旅融
合，以文促产、以文兴业等系
列活动，展现粤港澳大湾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和
传统文化的魅力，助力区域经
济发展。

今年 5 月 13 日至 21 日，
在为期 9 天的茶园游会期间，
东莞分别在两个主会场五个

分会场，共策划组织四十余项
主题活动近百项子活动，融汇
近150项精品非遗项目共同展
演、展示、展销。据悉，为期 9
天的茶园游会共带动刺激全
镇文旅消费上亿元，其中，茶山
首届食品文化节消费额超 500
万元，茶园游会的子活动购房
节销售额达 11055.8 万元。游
会还拉动了茶山的乐融荟购物
中心、南社明清古村落旅游景
区等文旅场所的消费。乐融荟
购物中心消费达 400 余万元；
国家 AAAA 级景区南社明清
古村落人流量呈现爆发式增
长，仅 5 月 14 日大巡游当天，
游客就有1万多人次。游会期
间，各项活动和镇内各大景点
吸引人流近百万，文旅消费交
出亮丽成绩单。

“想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古
琴、爱上古琴。”王可逊是东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音乐
（岭南派）传承人、东莞古琴文
化艺术会会长，作为一个名副
其实的琴人，他把古琴传承发
展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位
于莞城下坝坊，王可逊的一方
小院名为“绿琦琴院”。这位
来自山东烟台的斫琴师，不仅
复刻了传奇的绿琦台琴，还以
之为名，进一步表达出对古琴
的珍视。在绿琦琴院内，每天
琴声飘扬，来自东莞周边的琴
友们齐聚一堂，在这里学琴雅
集，共话传统文化的精妙。

据王可逊介绍，自己 2005
年拜师岭南派古琴大师谢导秀
时，整个珠三角区域学古琴者
寥寥无几，古琴弹奏和古琴制
作这些传统技艺都鲜少有人问
津。但现在，在王可逊的坚守
下，认识学习古琴的人员越来
越多。王可逊以传播岭南古琴
文化为己任，除了开设古琴教

学讲座、古琴鉴赏会、公益培训
外，还先后创办绿绮琴院，成立
东莞市古琴文化艺术会等，用
心培养了古琴艺术人才，也让
古琴文化得到更多传播和发

展。在各种非遗进校园、古琴
文化宣传下，东莞弹奏古琴的
爱好者已达数千人，由王可逊
主导成立的东莞市古琴文化艺
术会目前也有100多个会员。

更具人气 非遗文化走向年轻群体

匠心传承加大传播展现文化魅力

王可逊在授课

茶园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