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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小康的题中
应有之义。城市承载文化，文化滋润城市。文
化的繁荣发展是展示一个城市文明程度最有
力的方式，是一个城市的内涵、品质、竞争力，
也是一个城市的名片、灵魂和根脉。

近年来，汕头市优化文化服务供给，深化
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推进非遗创新发展，繁荣
精品创作，推动文化惠民，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力推进区域文化高地建设
工作，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明显提升。文化之
风吹进千家万户，为小康生活增色添彩。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汕头湾南岸岸线，滨海新城中轴线上，融合传统与现代

风格的城市文化综合体——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不久前
完成竣工验收。作为汕头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重点民
生项目之一，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将设置汕头美术馆、
潮汕华侨博物馆、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汕头市
城市规划展览馆等 4个公益性展馆，计划今年 9月底完成
布展。除了中心建筑，这里还配套建设北面的观海平台、
滨海广场以及南面的英歌舞广场，无疑将成为汕头市新
的文化地标。

近年来，汕头市不断夯实基础建设，优化服务供给，积极
补齐公共文化短板。汕头市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已于
2018年底实现全覆盖，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工作扎
实推进，汕头市文化馆分馆、图书馆分馆的数量已分别达到
镇街数量的 61%，已建成县级图书馆分馆 42个、服务点 142
个，文化馆分馆42个、服务点103个。濠江区、南澳县已实现
图书馆分馆、文化馆分馆覆盖全区所有文化站。

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力度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力度加强
日前，记者从广东省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获悉，第三批广

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正式公布，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中山
纪念亭街区、西堤街区 2处名列其中。近年来，随着保育活
化工程的推进，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中山纪念亭街区、西堤
街区旧貌换新颜，不仅成为文化地标，更吸引各地游客慕名
前往打卡。

为大力推进汕头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工作，2020年
底，汕头市谋划推出了“八个一批”共 45个历史文化保护利
用重点项目。目前，“八个一批”45个项目已启动42项，完成

3项，分别为建设海外“海联文化驿站”，出版《汕头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观》和创排潮剧《望海潮》，已启动的项目全部完
成6月份进度要求，完成率100%。

此外，汕头市积极推动文物保护和申报定级工作。着力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推动组织实施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
指挥部政治部旧址、大南山红宫修缮保护工程，启动“火焰
社”通信处旧址、张太雷等革命先驱起草团章遗址保护活化，
并于今年核定和公布了汕头市革命文物名录，汕头中央红色
交通线旧址保育活化项目被评为2020年度广东省文物古迹
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并推荐申评全国优秀文物保护工程。

目前，汕头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62处，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1处，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11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5处，省水下文物保护
区1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50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居粤东地区首位。

文化惠民汕头原创精品累累文化惠民汕头原创精品累累
近年来，汕头市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整合优质资源，利

用潮剧、潮州音乐、杂技、话剧、歌舞等本土文化团体齐全的
优势丰富市民文化生活，走近群众的演出也不断多了起来。

自 2020年 6月 13日启动至今，“戏亭印象”惠民演出系
列活动已成为汕头市惠民文化的品牌。与传统演出不同，

“戏亭印象”走出专业剧场，选择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
作为演出场地，市民无须购买门票，就能够近距离欣赏表
演。在小公园中山纪念亭、老妈宫戏台等地，歌舞、杂技、话
剧、潮剧、小品等节目类型丰富多彩，营造出欢乐祥和文化氛
围，丰富了市民群众文化生活。除了线下演出，“戏亭印象”
活动还在线上平台呈现现场实况，通过网络“云剧场”，以直
播的形式将惠民表演扩展到“云端”，实现疫情期间“云看
戏”。此外，汕头市还举办文化大讲堂公益性讲座，实施戏曲

（潮剧）进校园、戏曲（潮剧）进乡村文化惠
民活动，打造“潮剧大观园周五有戏”文化
惠民品牌，持续为市民群众送上演出、送去
关心。

为了不断呈现高水准的文艺作品，汕
头市持续加大力度推动精品创作。在2020
年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上，汕头市创参
加省艺术节以来最佳成绩：市文广旅体局
获全省四个“优秀组织奖”之一；广东潮剧
院一团的潮剧《秘密交通站》获艺术节“一
等奖”，《绣虎》获“二等奖”。加上“特别贡
献者”“十佳舞台新秀奖”“最佳编剧奖”“优
秀音乐创作奖”“优秀舞台美术奖”等，所获
奖项取得历史新突破。今年，汕头市还以
红色题材、华侨题材等为重点，打造华侨题
材潮剧《望海潮》、爱国题材潮剧《英雄长
歌》、爱国爱乡华侨题材潮剧《蚁光炎》以及
融合潮汕嵌瓷和英歌舞等多种非遗素材的
多媒体舞蹈《屋顶上的舞蹈》等一批“汕头
创作”的文化艺术精品。

深挖资源文旅融合发展深挖资源文旅融合发展
今年，在汕头实景拍摄的电影《暴风》引

发全城热议，话题热度随拍摄进度持续升
温，主取景地“小公园”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经过精
心装扮的小公园，年代感十足，有修旧如旧的复古骑楼街景、错
落布置的民国风招牌以及行走在街道上的黄包车。在剧组的精
心还原下，汕头小公园上世纪30年代的真实市井风貌再现人们
眼前，置身于此地，仿若一下子“穿越”到那个年代里。保育
活化后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再现上世纪早期老汕头的
最佳“片场”，也是具有浓郁民国风情的一处旅游景点。

阶段来，汕头市依托汕头美食美誉、海洋文化资源、历史
文化底蕴、亚青会赛事等旅游要素，从改造升级旅游资源、打
造红色旅游线路、打造美食盛宴品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营
销推广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方面着手，继续推进
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保育活化、支持南澳创建国家 5A级景
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推动汕头市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汕头市潮阳莲花峰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区
入选第三批广东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狮子城文化
小镇入选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濠江区珠浦村、潮南区大
溪坝村、南澳县黄花山村入选 2021年第三批省文化和旅游
特色村；南澳岛滨海旅游度假区入选广东省级旅游度假区。

今年的“五一”假期，汕头旅游市场迎来一波小高潮。
据测算，“五一”期间汕头市接待游客 243.23万人次，旅游收
入 13.74亿元。新华财经联合第三方平台发布的《2021“五
一”旅行大数据报
告》显示，汕 头 入
围“ 新 晋 旅 游 热
门城市”，成为这
个假期增速最快
的旅游目的地城
市之一。
（（林蓁林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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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7
月 12 日上午，烈日炎
炎，潮阳省级丝苗米产
业园顺杰全产业链科
技示范中心田地稻浪
滚滚，丰收在望。一场
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
的广东省“弘科杯”水
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
（汕头赛区）活动在这里
火热上演。

“比赛开始！”随着一声令下，汕头市参赛
农机手驾驶收割机轮番上阵，在金黄的稻田
上来回奔跑。他们按照比赛规定的田块和
作业要求，收割、脱粒、秸秆粉碎、颗粒入仓，一
气呵成。记者发现，这场比赛不仅比拼速度更
比拼收割质量。最终，来自汕头市锦沣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农机手林岳滨夺得第一名。

本次活动裁判长、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熊元芳表示，这次活动主

题为“精细高效、提质减损”，把安全作业摆在
首位，主要考验农机手安全意识及操作熟练
度、作业效率、作业质量等三方面素质，其中重
点考验机收损失率情况。

据悉，为营造广大农机手比学赶超、全社
会关注支持收获减损的浓厚氛围，今年夏收期
间，我省分别在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大
区域各选择一个市组织开展水
稻 机 收 减 损 技 能 大 比 武 活
动。 （（刘文钊刘文钊摄影报道）

田间搭擂台田间搭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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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汕头市古琴学会内热闹非
凡、琴韵悠扬，由汕头市古琴学会、汕头古
琴传承基地主办的古琴公益培训在此举
行，吸引了众多古琴爱好者前来学习和享
受视听盛宴。

古琴，位列中国传统文化四艺“琴棋
书画”之首，琴曲清幽恬雅，感人至深。课
程中，市级古琴艺术非遗传承人陈松杰、
董诗举等老师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非遗
之美。老师们不仅为大家解读古琴的发
展历史和文化内涵，且现场演
奏示范，精湛的琴艺引来一片
赞许声。记者看到，爱好者们
聚精会神，跟随老师们学习古
琴弹奏，捻指挥手间，悠悠琴
韵自指尖流淌而出。“邂逅古
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市民吴女士说学琴使自
己心慢慢地静下来，是一种很
好的体验。

古琴文化是中华优秀文
化的重要载体，其中蕴含着丰
富的人生智慧和民族文化精
髓。汕头市古琴学会长期致

力于古琴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常年开展古
琴公益课堂，公益雅集、讲座等活动，2018
年被确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
术（汕头）保护传承基地”。“以公益培训的
形式，让大众了解古琴、热爱古琴”，汕头
市古琴学会会长陈松杰说，公益课程增强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力，让市民在
寓教于乐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让优秀
文化薪火相传。

（陈文兰陈文兰 摄影报道）

古琴公益培训班开班古琴公益培训班开班

感受古琴魅力感受古琴魅力传承非遗文化传承非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