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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艺术研究所召开 2023年全省舞台艺术创
作剧目选题策划会 

 

近日，“2023 年全省舞台艺术创作剧目选题策划会”在

省艺术研究所召开，会议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和文化强省建设大会的部署要求，实施精品立省战略，繁

荣新时代舞台艺术创作生产，提升全省艺术创作组织化程

度，助力粤港澳人文湾区建设和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演出高质

量发展。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杨树，艺术处相关负责

人及省内相关专家、省直属院团相关负责人和代表等出席会

议。 

会上，杨树对全省舞台艺术创作剧目选题提出具体要

求：一要加强新时代现实题材舞台艺术的创作，尤其要着眼

于高质量、有潜力的现实题材重大选题创作；二要在前期的

创作经验和基础上，寻找新角度、开拓新思路，创作红色题

材舞台艺术；三要从“双创”角度出发创作历史题材和优秀

传统文化题材作品，注重选题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他强调，

好的选题要起于地域性、独特性，归于共同价值、普遍意义

和主流价值。 

会议对全省各院团未来两三年的创作计划进行了摸底，

并讨论了首批征集的 63 个选题作品，为进一步推动我省精品

选题创作夯实基础。（省艺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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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电影《谯国夫人》开机 

 

10 月 1 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珠江电影集团、

广东粤剧院、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粤剧电

影《谯国夫人》在横店影视城正式开机。 

该片以冼英的历史事迹为题材，将在茂名取景拍摄，展

现冼夫人故居、冼夫人庙等历史文物，多角度呈现粤西地区

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风土人情。影片将尽力考辨细节、剖析

人物，在保留戏曲美学魅力、传统粤剧韵味基础上，充分挖

掘电影艺术的创造力，运用电影语言进行创新表达，力求讲

好巾帼英雄故事。（广东粤剧院） 

 

“隐秘而伟大——中央红色交通线历史展”
在农讲所纪念馆展出 

 

9 月 28 日至 12 月 28 日，“隐秘而伟大——中央红色交

通线历史展”在农讲所纪念馆展出。展览分为“敌军封锁”

“秘密通道”“千里血脉”“无名英雄”四个部分，通过相关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图片和文物，突出展示中共中央运筹

帷幄以及中央红色交通线沿线重要站点分布等内容，讴歌了

红色交通线上无名英雄们在“刀尖上行走”的壮举，引领观

众感悟革命者前赴后继、为事业献身的豪情。该展览具有如

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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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四馆之力共同打造。该展览由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

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省流动博物馆主办，大埔县博物

馆、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协办。展览共展出展品

43 件/套，其中珍贵文物 29 件/套。此外，大埔县博物馆、中

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图片。 

“沙盘+视频”打造沉浸式体验。本次展览根据广东省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绘制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南方线粤东

段）线路示意图”制作了大型沙盘，让观众对交通线有更直

观的认识。同时，在展厅中同步播放与广东卫视合作的《红

讲台》系列视频“中央红色交通线”。 

再现汕头交通中站华富电料行部分场景。展览通过搭建

汕头交通中站华富电料行门楼场景，还原交通员顾玉良在电

料行一楼商铺里充当会计、边办公边放哨的场景。 

展示手段丰富。展览通过雕塑、连环画、数字媒体等方

式，营造“方寸中有天地、意境中有深意”的效果，让观众

感受交通员“刀尖上行走”的隐秘斗争，感受那段隐秘而伟

大的历史。（厅革命文物处） 

 

广州上线荔湾非遗版权交易平台 

 

近日，广州市正式上线荔湾非遗版权交易平台，该平台

将由省级非遗工作站（永庆坊工作站）负责日常运营。平台

是“非遗+版权”的创新探索，具有作品版权展示、交流、



 5 

宣传、交易等功能，可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版权服务。平台充

分发挥广州非遗街区的区位、版权保护及相关文化产业发展

等优势，结合版权服务和非遗工作站建设，推进文化资源优

势向文化发展优势转变，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促进非遗

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据了解，目前已有 35 名非遗传承人进驻

平台，其中包括荔湾区对口帮扶贵州的非遗传承人。平台作

品涉及广绣、广彩、玉雕、泥塑、石砚、陶瓷、苗画等多个

非遗项目，现已促成部分版权交易，多家单位、企业分别与

平台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计划共同打造非遗文创产品，加强

非遗版权保护，共同推动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应用。

（厅非遗处） 

 

摸家底 促融合 “活”文化“旺”旅游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全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

述精神，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统

一部署，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从 2022 年至 2024 年底，按

照“能普尽普、应普尽普”的总要求，分 4 批次组织开展全

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旅游资源普查是一项根本性、基础性、系统性、长期性

的工作。开展旅游资源普查是在旅游消费需求升级、旅游供

给提质、数字科技赋能旅游发展等新趋势、新形势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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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旅游资源、摸清旅游资源家底、找准旅游业未来发展方

向的重要契机和途径，普查成果将为优化旅游空间布局、科

学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加强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

优质旅游资源向优质旅游产品转化提供基础依据。 

自 2020 年 4 月起，我厅在全国非试点省（区）中率先开

展了旅游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结合试点省（区）的实践经验，

采取“省统筹、市协调、县主体”的工作模式，以“文旅融

合、先行先试、合理分类、规范流程、综合评价、保护利用”

为工作思路，以“数量够、分类对、评价准”为工作重点，

于 2020 年、2021 年分两批完成韶关南雄市、江门开平市、

湛江雷州市、潮州湘桥区等 4 个县（市、区）旅游资源普查

试点工作。在近两年的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形成了《广东省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广东

省旅游资源普查技术规程》两份技术型标准文件。对标国家

标准，在保持 8 个旅游资源主类、20 个亚类不变的基础上，

立足广东优势旅游资源，突出岭南文化和旅游资源禀赋，新

增了 17 个基本类型，由 110 个基本类型增加到 127 个，完善

了“旅游资源分类”。优化旅游资源评价评分标准，对“环

境保护与环境安全”实行一票否决制，同时将“交通与设施”

纳入作为旅游资源的评价因子，更好满足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的实际需要。 

此次全省普查包含两个侧重点，一是对已开发利用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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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源依据现有开发状况，进行单体界定及分类评价。二是

注重发掘未开发的旅游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博物馆、文化

馆、艺术馆、城市地标、农业园区、产业园区等在旅游新业

态开发和促进产业融合方面具有较大潜力的资源。同时，对

全国文物、非遗、地方戏曲剧种、古籍和美术馆藏品普查等

已形成普查成果的文化类资源，对具备旅游开发利用价值的

资源进行系统梳理。 

此次全省普查重点形成 4 方面成果，一是编写普查报告，

形成广东省、各地级市、各县（市、区）旅游资源普查报告。

二是绘制普查图集，包括绘制广东省特品级旅游资源图集、

各地级市优良级旅游资源图集、各县（市、区）旅游资源普

查图集。三是建立以普查成果为基础，形成集信息采集、检

索查询、统计分析和开放展示等功能为一体的广东省旅游资

源数据库，为后续旅游宣传推介、旅游项目储备和招商引资

等提供保障。四是推出广东省特品级旅游资源名录。（厅资

源开发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