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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 焕发香山文脉新韵

一座座现代化的香

山书房、农家书屋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场所；多样化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从传

统的民俗文化节到现代的书画展览，从百场

公益电影惠民活动到充满活力的群众文化活

动，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来，中山市大力实施“文化兴城”五年计

划（2021—2025 年）和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年），纵观“文化兴城”

建设历程，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成绩斐然。

文明是一座城市最亮丽的“名片”，也
是人民幸福生活最暖心的“底色”。

近年来，中山不断提高全域文明水
平，将文明底色擦得更亮。一方面，“百千
万工程”和绿美广东部署深入推进，“万棵
榕树进乡村”行动如火如荼，打赢水污染
治理攻坚战的决心越发坚定。

另一方面，中山实施推进文明城市创
建“1+10”行动和农村精神文明创建“五大
行动”，成果丰硕。在市容市貌提升、交通秩
序提升、道路设施完善、农贸市场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提升之中，市民群众切实地共
享创建成果。与此同时，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创建“多箭齐发”，
文明创建的覆盖面和实效性进一步提升。

中山积极培育文明新风，促进社会文
明成色更足。近年来，中山大力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一束光点亮另一
束光”的鲜活价值观，书写社会文明的崭新
篇章。中山好人馆建成开馆，“德润香山”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宣讲团成立壮大，好人
好事广泛宣传，博爱精神广为传递。25年参
与近100个志愿服务项目的巾帼志愿者高
敏思、身残却积极参与文艺公益演出的“陶
笛王子”梁子键、奋不顾身寒冬跳水救人的
六旬阿姨梁月英、入行13年保持保持““零投诉零投诉””
的快递员周小洪……一个个先进典型如同的快递员周小洪……一个个先进典型如同
一盏盏明灯一盏盏明灯，，照亮人们前行的路照亮人们前行的路。。

此外此外，，中山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中山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主办文明小导游大赛、新时代好
少年发布会等主题活动。深化传统节日振
兴工程，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推出国风创意短视频《二十四节气》，
收获全网点看量超1亿。在中山，道德文明
蔚然成风，吹进千家万户，深入群众内心。

中山深入拓展文明实践，文明特色越创
越多。近年来，中山持续建强了一批独具特
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如今，中山全市
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23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280个，实现了镇村全覆盖，打造了
市民家门口的文明实践“15分钟生活圈”。

2022年以来，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在中山生动展开。“龙腾伶仃洋 文明新
中山”“美丽中山我的家”主题系列活动精彩
纷呈，促进文化供给提质增效；两届中山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公益创投大
赛成功举办，各种主题活动推陈出新，一大
批优质项目下沉基层；“志愿中山”信息化管
理平台优化升级，文明实践“志愿红”成为中
山亮丽风景线……这些文明实践，如春风化
雨滋润人心，中山文明的脚步，正坚实前行。

接下来接下来，，中山还将继续贯彻落实中山还将继续贯彻落实《《中中
山市文化兴城五年计划山市文化兴城五年计划（（20212021——20252025年年）》）》
具体部署要求具体部署要求，，浓墨重彩书写好文化兴城浓墨重彩书写好文化兴城
这篇大文章这篇大文章，，聚力打造与聚力打造与““香山古韵香山古韵、、美丽美丽
中山中山””相适应的大湾区人文地标城市相适应的大湾区人文地标城市，，着着
力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力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现新气
象象、、新作为新作为。。

中山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塑城、以文弘德

绘就文化兴城锦绣图
奏响时代发展奋进曲

见习记者 颜子怡 见习生 方馨娉

9 月 7 日和 8 日，吕文成纪录片
《弦外之音——粤乐宗师吕文成》在
央视连续两天播出，系统讲述了吕文
成的一生与广东音乐变迁。它不仅仅
是一部影像作品，更是中山深挖香山
历史文化名人资源所结出的丰硕成
果之一。除了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
资源，中山还建成黄苗子艺术馆、萧
友梅艺术馆，并加强郑观应、杨殷、马
应彪、吕文成等香山名人研究，编撰

“香山文脉”丛书。今年的中山书展
上，历史学博士、教授胡波携新书
《“香山文脉”丛书·萧友梅评传》亮
相，让更多读者了解萧友梅曲折而多
姿的人生。

香山历史上涌现过一大批杰出
人物，为了深入挖掘名人文化，中山
策划开展一系列香山历史纪念活动，
成功举办纪念香山建县 870周年、郑
观应诞辰 180周年、杨殷诞辰 130周
年、郑锦诞辰 140周年、萧友梅诞辰
140周年等活动。这是对香山悠久历
史的回顾与致敬，让人们追溯这片土
地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了解其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变迁与贡献，从而更好地
传承历史记忆，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在这个过程中，香山的历
史底蕴和文化价值愈发显现。

近年来，中山精品迭出、佳作涌
现。从音乐剧《殷红木棉》、新编粤剧
《白门柳·董小宛》等彰显香山人文特
质的文艺作品，到电视剧《青春之城》
《湾区儿女》、纪录片《深中通道》等关
注现实重大题材的文艺力作，再到报
告文学《龙腾伶仃洋》、广播剧《我从湾
区来看你》《放歌伶仃洋》等展现香山
地区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佳作，它们用
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启迪思想、
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描绘出中山人民
勇立潮头、奋发向上的蓬勃生机。

文化兴城，重要落脚点仍在以文
化人。以文化人，意味着用优秀的文
化作品、丰富的文化活动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去影响人、塑造人。当人们来
到金色大地音乐会，在伶仃洋畔欣赏
精彩的文艺演出，被优美的旋律、动
人的舞姿或深刻的戏剧情节所打动；
当人们前往南国书香节中山分会场
中山书展，参与中山读书月和全民阅
读系列活动，凝视无惧时空的文字，
与作者对话；当人们走进百场公益电
影惠民活动和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
动，在优秀的影片中有所感悟、有所
滋养……在一批文化活动品牌的建
设中，文化惠民走深走实，向人们生
活的各个角落延伸。

走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古朴的建筑
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漫步孙文
西路步行街，见证了中山的变迁与发展的
历史遗存，承载着世代中山人的生活记
忆。在新时代，中山依然坚守着历史文化
名城的底蕴。城市在发展的同时，注重对
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近年来，中山在全国率先实现不可移
动文物岁修制度全覆盖，2023年至今完成
近 200处不可移动文物日常维护修缮，还
实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
建立完善非遗数据库，实现全市非遗项目
数字化存储和社会共享利用。文化遗产保
护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与城市的整体发
展紧密相连。中山的这些行动表明其致力
于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城市发展战略中，
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涵养历史文化名城方面，中山积极探
索新经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质增

效。9月14日，在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山市博
物馆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动：“海上
生明月”——中秋音乐会、现场体验漆扇制
作、“画”说醉龙、制作月饼和杏仁饼等吸引
了众多游客的参与。博物馆不再仅仅是文物
的陈列场所，更是一个传播知识、传承文化、
促进交流的教育基地。除博物馆外，中山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
建设，目前，全市有500多个公共图书馆总分
馆服务体系文化阅读阵地，香山书房覆盖全
市镇街，部分香山书房还入选全国“最美农
家书屋”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案例。

一座城市，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以文
塑城，意味着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
廓，赋予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魅力。而今来
看，这些已经取得的宝贵建设成果，在共同
塑造了中山独特的城市文化风貌，提升了
城市品位和魅力上起着重要推动作用，让
中山在文化兴城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以文弘德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以文塑城 涵养历史文化名城

▲▲新编粤剧新编粤剧《《白门柳白门柳··董小宛董小宛》》在中山上演在中山上演。。（（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万杰刘万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