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广旅函〔2023〕58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第 132333号提案答复的函

陈斌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积极打造多元系列文化项目，弘扬中山

优秀历史文化的建议》（提案第 132333号）已收悉，经综合市

委宣传部、市文联、团市委、市档案馆意见，现答复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

近年的工作中，我市各相关部门以中山本土优秀历史文化作为

我们工作的源头活水，努力书写好文化兴城这篇大文章。目前，

我市已由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文化兴城工作专班，通盘考虑“文

化城”和“文化人”、硬举措和软环境、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等关

系问题，着眼于搭建全市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切实做好顶

层设计，出台了《中山市文化兴城五年计划（2021—2025年）》

和《中山市文化兴城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对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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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文化做了具体部署。围绕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

牌”，加强对中山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和研究。科学制

定任务分工，压实相关部门和镇街的责任，积极推进“一城、一

区、一馆”（“香山古城”、孙中山故居片区、香山名人馆）等重

点项目。你们提出的建议，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

路，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为我市继续弘扬中山优秀历史

文化找准着力点、突破点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关于以中山为核心，邀请湾区各地的艺术家及文化从

业者来举办定期的研讨交流会的建议

根据中山市委、市政府“实施文化兴城五年计划，抓住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

驱动”的重大历史机遇，打造与“香山古韵、美丽中山”相适应的

大湾区人文地标城市目标。进一步加强与湾区城市的艺术交流，

通过定期举办艺术交流研讨会或联合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

形成文化艺术交流定期联动机制、搭建与大湾区优秀艺术家及

文化从业者的交流合作平台，通过融合创新赋能，有利于进一

步推动中山文化艺术活力。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近年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合作，

联合省文旅厅在 2021年起创立“岭南潮声”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精

品展，每年广泛组织发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艺术家，分别以

美术、书法、摄影为主题举办艺术精品展览；本年度活动将于

2023年 10月份举办，同时还将依托该活动平台，邀请湾区艺术



家代表举办“艺术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共同探讨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交流方向及愿景。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盟、广东图书馆学会等单位在 2020

年创立“品读湾区”9+2城市悦读之旅活动品牌，近年联合粤港澳

大湾区各城市公共图书馆，策划组织了“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前沿

对话”“湾区城市阅读马拉松”“走读大湾区 体验新生活”等多个

主题阅读分享和交流活动，2023年度“品读湾区”活动将安排在

下半年举办。2023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成功引进由国家重点美

术馆、国家及广东省第一批文化文物单位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试点单位——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组织策划的第三届“深圳印

迹——艺术文创在深圳”展览，并依托该展览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邀请了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陈湘波馆长及深圳文创设计师

等一行到中山与中山本土设计师举行“深圳·中山文化艺术创意
交流分享会”。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的 2023年粤港澳大湾

区（中山）传统武术项目交流展演活动，于 2023年 6月 24日

在中山市小榄体育馆举办，活动邀请了香港、澳门、广州市、

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江门市、肇庆市

的传统武术团队共聚中山小榄，展现各地传统武术项目的独特

性。

市档案馆在原有“珠中江”三地每年举办档案业务交流会议

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与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及澳门等大湾

区城市的合作交流，于 2022年与深圳市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



签署了馆藏档案跨馆利用合作协议，今年拟进一步加强与大湾

区其他城市的相关业务合作，提升大湾区档案资源共享的便民

利民效能。

结合纪念中山籍粤乐宗师吕文成诞辰 125周年系列活动，

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邀请了中山市曲艺家协会

荣誉主席缪文森、中山市中华诗词楹联学会会长高松，带来《吕

文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守正创新步步高”继承吕文成粤乐艺术

对推进中山市文化兴城的现实意义》主题讲座，让艺术教师和

青少年加深对吕文成先生与广东音乐的认识，为未来创作岭南

音乐和举办各类音乐交流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心还邀请

著名戏剧家潘伟行，著名指挥家李复斌、著名作曲家甘霖等多

位湾区艺术专家担任下属艺术团顾问，有效指导了艺术团员的

专业成长，提升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积

极引入湾区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的智慧和力量，助推中山文化

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关于激发湾区联合演出的建议

大湾区历史文化本是同根同源，彰显着岭南文化、广府文

化的深厚底蕴。近年，湾区城市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艺术

创作均呈现创新性、多样性、多元性的发展趋势，湾区城市间

的历史文化交流日益紧密。

市委宣传部推动中山原创红色题材话剧《风起》、粤曲音乐



剧《朝夕星辰.杨殷》全国巡演。加快“香山文脉”丛书编写，《孙

文全集》被认定为迄今为止国内外收集文献最齐全、体量最大、

考订最严密的孙中山全集，完成了“黄佐卷”“郑观应卷”“吕文成

卷”“阮玲玉卷”“黄苗子卷”等组稿工作。切实提升文艺创作组织

化程度和扶持力度，对全市 2022年度 10个重点文艺项目、66

件文艺精品及 2个名家工作室、5个文艺创作基地给予扶持。

市文化广电旅游系统积极引入粤港澳大湾区文艺演出在中

山开演，其中市文化艺术中心近年先后引进广东省艺术研究所、

顺德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深圳胡沈元舞蹈工作室等大湾区文化

交流项目 19场次；依托中国城市合唱汇演活动，每年邀请粤港

澳大湾区文艺团队到中山演出，本年度邀请深圳交响乐团、华

南师范大学合唱团、广州大学合唱团等团队。

市档案馆积极主动融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档案馆合

作交流。2023年 4月，中山市档案馆与广州市档案馆合办的“刘

逸生、刘斯奋文化家族专题档案展”在市档案馆附楼新展厅盛装

开展。本次展览为该馆首次与大湾区内档案馆跨馆合作举办的

大规模档案展览，充分利用大湾区优质档案资源与馆藏名人档

案资源优势互补，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档案馆合作交流的成功

案例，是大湾区档案资源共享、档案展览深度合作的新探索、

新尝试，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档案协同发展开创新格局

与新路径。

中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下属管理的中山市青



少年民族乐团，连续 18年举办中山市青少年新春音乐会，并曾

多次与香港、澳门、台湾、广州、深圳、珠海等湾区城市的青

少年乐手联合表演，邀请了闵惠芬、吴玉霞、王惠然等民乐大

师及著名指挥胡炳旭、李复斌联袂演出，惠及市民观众逾万人

次，成为中山市民深受喜爱的文化品牌。2022年，中山市青少

年民族乐团联合香港民安队乐队举办“乐韵传爱遍香江”交流音

乐会，促进了与香港青年人的文化交流与共融。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握机遇，与湾区各市深化合作，推

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山文化事业、旅游

业注入新的推动力。

三、关于打造中山的优秀历史文化的综合标志性文旅项目

的建议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从今年“五一”文

旅市场如火如荼的背后，涌动着文旅融合深入推进的鲜活实践，

折射出文化和旅游不可阻挡的融合大势。

市委宣传部深度挖掘利用中山优秀历史文化资源，隆重举

办郑观应诞辰 180周年、香山建县 870周年等学术研讨会和纪

念活动。举办“我最喜爱的书店”评选、“我心中的湾区城市”诗词

书写征集、诗词朗诵大赛及南国书香节第十四届中山书展等，

其中“书香中山”入选全国第六届“大众喜爱的阅读新媒体号”微

信公众号，全市居民阅读指数稳步提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通

过新建和升级改造方式打造了 100多间各具特色的香山书房，



稳步推动基层文化服务设施提档升级。

中山市积极促进产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结合中山市一镇

一品的工业发展战略，出台了《中山市工业旅游发展规划与线

路设计》，推动工业旅游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如大涌红博城、华

艺广场等工业旅游景区被评为 AAAA级旅游景区，咀香园工业

旅游景区、大盛陶艺景区、中山粤丰环保科普教育基地、中山

市火炬开发区厨邦酱油文化博览馆景区等被评为 AAA级旅游

景区。继 2021年“中山红木红火之旅”旅游路线获评为广东省工

业旅游精品线路，2022年中山沙溪凉茶与黄圃腊味传统技艺体

验之旅获评为第二批广东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华耀智汇(广东)

科技有限公司“华耀网红小镇”、广东国景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国

景家具文化产业园”、中山市广业龙澄环保有限公司“中山市环

保科普研学游基地”等 4家企业 4个项目入库 2022年广东省工

业旅游培育资源库。

在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进一步提升市民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浓厚的非遗保护氛围，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山非遗旅游的融合发展，我市举办 2023

年中山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东区金龙文化盛会系列活动，

组织开展周雪清刺绣艺术展、大金龙巡游活动、金龙主题街舞

快闪活动、非遗主题香山书房启动仪式、非遗体验活动、中山

市东区街道第五届武术龙狮交流赛、非遗神兽展演活动、中山

市民歌民乐大赛、自然物语音乐会《春分夏至》、《中山国剧团》



京剧专场晚会、2023中山东区第三届“金龙杯”美术大赛展览、

中山非遗墟市、非遗线上购物节等，各镇街亦举办 33项分会场

活动。

市文广旅局今年以沙溪镇圣狮村打造省级非遗特色村为契

机，借助省级非遗项目——“沙溪四月八”的影响力，与沙溪镇

联合举办“2023年中山沙溪非遗文化周系列活动”，组织开展“沙

溪四月八”民间艺术巡游活动、“艺习尚武耀狮乡”沙溪镇武术文

化交流会、“美丽乡村行”研学活动、非遗集市、非遗漫画展、

文艺演出等。

市文联深挖香山文化资源，推出了一大批中山原创文艺精

品，举办了一系列文艺展演活动。推动成立“香山文学院”，设

立“香山文学奖”。以香山文艺名人命名设立中山文艺“方成美术

展”“黄苗子书法展”“郑景康摄影展”。推出香山题材《中山传》

《香山魂》《蘸得岐水写春风》等书籍。举办“香山名胜诗（选）”

书法展、“人文湾区 千年香山”主题影视剧本征集大赛、“品忆

香山”主题征文、纪念香山建县 870周年音乐艺术分享会系列活

动等。继续办好“十四五”期间“岭南民俗文化节”，为咸水歌、

菊花会、醉龙舞等中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项目开辟竞赛、

展演和交流舞台。三是提升香山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围绕香

山名人文化、华侨文化等，继续组织邀请知名作家、诗人深

入中山名人故居等开展采风创作、讲座研讨。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加大对全市文化兴城工作的统筹力



度，继续抓好中山优秀历史文化的弘扬，拓展乡村振兴、秀美

乡村等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协调推进“一城、一区、一馆”等

重点项目，结合发挥市博物馆新馆、市中山纪念图书馆、孙中

山故居纪念馆、市档案馆等文博、档案场馆优势，从“点线面”

逐步推开，打造贯穿中山整座城市历史文化、反映中山创新活

力发展的文旅项目，拓展“旅游+”等跨界融合，吸引更多大湾区

乃至全国各地的游客到中山，推动中山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文旅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3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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