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广旅函〔2024〕94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第 133104 号提案答复的函

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香山海防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擦亮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的

建议》（提案第 133104 号）收悉。经综合各会办单位意见，现

答复如下：

该建议对加强我市海防遗存的保护利用工作很有借鉴意

义，我局采纳该建议。

一、关于加强对现存海防遗存的保护。

目前，我市现存的海防遗存主要有 3处炮台遗址，分别为：

三仙娘山炮台遗址、水洲山炮台遗址、下岐山炮台遗址，其中，

水洲山炮台遗址和三仙娘山炮台遗址分别于 1990 年、2009 年由

市政府公布为中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 10 月由省政府公布

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3处炮台遗址于 2012 年均已列入市政

府公布的中山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按照

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保护管理。均设立了文物保护标志

牌，落实了保护管理单位，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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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市镇两级文物部门落实文物巡查工作，确保文

物安全。近年来，火炬开发区出资 140 多万元，对水洲山炮台

遗址进行了修缮。为更好保护利用好炮台遗址，火炬开发区正

在组织编制《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水洲山炮台遗址保护规划》

和《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仙娘山炮台遗址保护规划》。另外，

石岐街道的烟墩山塔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也于近年进行了

修缮。

目前，我市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我局将结

合四普工作，有针对性地对神湾、板芙、开发区、小榄、南朗、

三乡等相关镇街进行调查，如发现有文物价值的海防遗存，符

合文物认定标准的，及时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

二、关于强化海洋文化载体的建设。

中山市博物馆新馆大堂，设置一幅以“风起伶仃洋”为主

题的大型风景主题漆壁画，富有视觉冲击力，成为网红打卡点。

《风起伶仃洋》提炼香山历史和人文，反映中西文化在这里交

流、碰撞和香山（中山）人“敢为人先”的大无畏精神。市博

物馆的中山历史陈列以《风起伶仃洋——中山历史陈列》命名，

展出文物资料 800多件（套），通过专题形式，按照时间脉络讲

述香山（中山）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山华侨历史陈列以《沧

海之阔》命名，展出华侨文物实物资料 500多件（套），展现中

山华侨艰辛执着的奋斗历程和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弘扬中山

华侨文化，筑造广大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



石岐街道深入挖掘、盘活岐江河丰富资源，结合香山古城、

孙文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举办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谋

划打造岐江河沿线海防文化地标，创新开拓文化消费新空间，

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一是 2024 年春节期间在步行

街、兴中广场举办“龙腾盛世‘岐’聚香山”2024 年迎春美食

文化消费活动，推出新春年货街、非遗巡游、金色大地音乐会、

中山粤菜名店现场展销、光影艺术展、老爷车特展、中山特色

手信及文创礼品展、“岐”Walk 城市打卡等 11 项大类 60 多场次

活动，活动进场人数累计超 100 万人次，步行街及兴中广场周

边摊档营收约 1000 万元（带动区域食宿、玩乐总营收约 3000

万元），成为全市活动最丰富、人气年味最浓、人气最旺的新春

打卡点。推出“不服来战！城市漫步者：一‘岐’Walk 吧！”文

旅视频、推文，“漫步老街”“一岐探馆”“吃货探店”“岐寻文

化”四条打卡路线覆盖白水井、民族东路等旧街区，活动视频、

推文播放量达 6万。二是端午期间隆重举办 2024年粤港澳大湾

区（中山）龙舟邀请赛暨中山市龙舟文化月活动，6月 8日至 9

日两场龙舟表演赛将率先拉开活动序幕，组织中山本地龙舟队

伍在岐江竞技表演。6月 10日，大湾区龙舟邀请赛在东明桥与

康华桥之间的岐江河水域范围（中山市龙舟文化公园）隆重举

行，设置了男子长龙组（传统龙舟）、男子国际 22人龙舟组、

女子国际 22人龙舟组、男子国际 22人龙舟组等竞赛项目。历

时三天的龙舟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9+2城市的近 60支龙舟队伍

竞渡岐江。同时组织六个系列九项活动，龙舟文化展、非遗巡



游会、中山龙舟彩灯大会、“岐江之夜 乐伴香山”音乐会、水上

运动项目展示、“粤菜师傅·品味香山”美食汇、龙舟沉浸式体验

等活动，场地覆盖龙舟公园、孙文西路步行街、兴中广场以及

中山城区各大商圈等，串珠成链向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精彩

的文化盛宴。

三、关于适当恢复部分海防文化地标。

我局和市自然资源部门、石岐街道结合香山古城保护活化

项目，充分挖掘石岐烟墩山历史上在海防方面的功能作用，进

一步开发利用烟墩山，将烟墩山打造成海防文化地标，丰富香

山古城的故事和内涵，促进孙文西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发展。

神湾镇大力推进磨刀炮台海防史迹文化公园建设，助力该

镇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进一步提升磨刀岛旅游基础设施，

丰富旅游景点。磨刀炮台原址位于神湾镇磨刀岛卧佛山上，始

建于雍正十二年。原建有营房十四间，有官署、防兵等一百二

十人，为西江出海口重要的海防要塞，现已不存。下一步，该

镇将继续推进建设磨刀炮台海防史迹文化公园。一是加强基础

性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二是完善开发建设的前置条件，

研究磨刀岛海防公园选址，将公园方案申请纳入市级专项规划。

同时积极对接解决目前磨刀岛因相关防洪制导线未划定导致规

划调整申请暂停的问题；三是解决开发建设经费问题，积极对

接市级相关部门，筹备初设方案等项目资料，争取申请专项资

金。



翠亨新区（南朗街道）在横门保卫战遗址建设横门保卫战

纪念公园。横门保卫战遗址作为中山人民两次横门保卫战获胜，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斗

志和信心，拉开了中山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的见证，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2006年，由中共中山市委核定横门保卫战遗址为革

命遗址，并定之为党史教育基地；2010年 8月 26日，横门保卫

战遗址纪念碑揭幕；2019年 2月，翠亨新区（南朗街道）在横

门保卫战遗址原纪念碑位置，进行重新修葺，完善设施建设，

修建成面积约 2600平方米的横门保卫战纪念公园。2021年，火

炬开发区政府投入了近 100万元，以碉楼为主体，修建了占地

1200平方米的“横门保卫战珊洲主题公园”，分外广场、内部院

落、战时碉楼、横门保卫战珊洲展览室等场所。打造成一个集

保护、纪念、教育、观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点。

四、关于结合“百千万工程”与乡村文化振兴，设立香山

海防历史文化展览阵地。

神湾镇结合古建侨房保护活化利用，挖掘侨房、碉楼等建

筑在近代的海防功用，探索设立海防文化馆。通过开展海防文

化陈列展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示古代海防发展历程。

2023年 1月 13日，神湾镇位于宥南村十二环的华侨华人历史展

馆神湾侨史文化馆正式开馆，系统地展现神湾镇的历史文化。

2023年 11月 9日，神湾海防历史文化馆线上云展馆正式开馆，

该云展馆不仅作为对外展示的文化名片，更是在参与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时代进程中，努力打造神湾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张崭



新名片。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挖掘整理活化本地海防文化历史，

结合实体展馆，挖掘历史人文景观，展现爱国主义精神。

2024年，南朗街道制定横门保卫战遗址的提升项目，计划

对遗址周边的环境进行绿化和美化工作，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

后续还计划增加横门保卫战遗址海防和国防思想文化布置，将

横门保卫战遗址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基地。

火炬开发区计划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充分发挥

横门保卫战珊洲主题公园的作用，增加海防文化图片、影视资

料等陈列内容。二是加强文旅融合，以海防历史景点丰富旅游

产业的文化内涵。促进横门保卫战珊洲主题公园与周边景点山

谷日寄主题庄园联动，打造具有海防文化特色的旅游推介线路，

在节日假期推广，增加横门战珊洲主题公园人气，提高群众对

海防文化的认识。

关于设立香山海防历史文化展览阵地，开展海防文化陈列

展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示本区域古代海防发展历程。

考虑到目前中山海防历史文化资料贫乏，缺少实物资料，制作

香山海防历史文化展览暂时不具备相关条件。

五、关于以海防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我局通过旅游资源普查主动挖掘海洋自然和人文资源。今

年正在开展的中山市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目前已进入阶段性成

果汇总阶段，按照相关的标准分类，梳理了南朗横门出海口、

南朗燕石围伶仃洋海域；多个沿海沿江具有开发旅游价值的海

岛、江（河）岛（如马鞍岛、磨刀岛等）以及横门开渔节等人



文资源。下一步将重点做好成果转化，一方面做好资源整合，

把此类优质的旅游资源纳入滨海旅游开发的项目计划，另一方

面与相关镇街、招商部门主动配合，资源对接，共同做好海洋

主题文旅项目的引进和开发建设工作。

整合开发系列主题旅游精品线路。挖掘海防文化历史内涵，

整合相关的文化旅游资源点如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烟墩

山、中山市博物馆、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孙中山史迹径等，

开发“博物馆研学”主题旅游线路；整合神湾丫髻山森林公园

及周边竹排村、宥南村等乡村旅游资源点，开发“地理标志课

堂”主题旅游线路，计划通过文旅中山公众号、智游中山小程

序等作专题推荐。结合游客市场的需求和广东省四季美食旅游

精品线路的宣传计划，整合南朗、神湾滨海美食线路积极申报，

其中寻味春天——中山滨海休闲美食之旅包括（孙中山故里旅

游区、崖口东堤、崖口海鲜美食街等）纳入了广东省文旅厅公

布的精品线路。

六、关于立足“珠江口海防体系”深入开展合作交流。

与广州、深圳、东莞相比，我市现存的海防遗存数量较少，

我局已积极配合省文物局开展海防资源调查，将中山市的海防

资源纳入全省的海防资源体系，积极融入珠江口海防体系。如

广东省或珠江口海防资源整体打包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局将

积极参与。

感谢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对中山文旅（文物）事

业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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