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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要闻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斌主持召开厅

党组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厅党组成员、厅

机关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

指导性，特别是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课题，指

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从五个维度阐述了“两个结合”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就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广东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

省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迅速掀起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两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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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广东实践。

一是做好新时代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复核

和评审，加强地方特色古籍整理出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古籍文

献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二是实施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开展广东

区域历史文明溯源，补齐广东区域文化谱系，重点推进郁南磨刀

山遗址、英德青塘遗址、英德岩山寨遗址考古发掘和考古成果研

究阐释，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牵头开展岭南区域文明化

与中国化进程课题研究，推动重要考古成果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回答好岭南历史之问。三是加强水

下考古发掘保护。依托广东省文物考古标本馆共建中国水下考古

国际合作中心，依托“南澳Ⅰ号”“南澳Ⅱ号”考古调查发掘成

果建设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粤东基地（汕头），依托广东海上

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粤西基地（阳江），

推动“南海Ⅰ号”等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推动启动“南

澳Ⅱ号”考古调查发掘，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在落实“一带

一路”倡议中发挥广东力量。四是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做好第六

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第七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评审认定工作，完成一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验收，加快推

进省非遗馆建设，持续举办“非遗进校园”、“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广东主会场、粤港澳非遗交流大会等品牌活动，加大非遗传

播推广力度，切实推动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是

加大岭南传统文化宣传推广力度。强化与省级主流媒体的沟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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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强对岭南文化的创新表达和时代价值阐发，深化与外来文

化交流交融，着力打造提升文化交流品牌，不断讲好广东故事。

（供稿：厅办公室，拟稿人：谢涛、林旭东）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广东文物工作 

 

近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在广东调研文物工作，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全面提高文物保护利

用水平，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陆进一行先后调研了南方科技大学、腾讯公司、莲花山邓小

平铜像、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深圳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

博物馆、赤坎旧镇近代建筑群、司徒美堂故居、开平风采堂、开

平碉楼与村落、广东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实地考察了广

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文物篇章的实践案例、改革举措、创新样本。 

陆进一行在广州召开文物领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调研座谈

会，听取广东省和广州、深圳、东莞市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的经

验做法及意见建议。陆进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考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进一步加强文物法治建设和政策理论研究，

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应用水平，加大文物人才队伍培养

力度，增强文物全媒体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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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实践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广东省文物局，深圳、阳江、江门、广

州市政府或文物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供稿：厅文物保护与

考古处，拟稿人：冯雅琳）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高级研讨班 

圆满结业 

 

近日，受省委组织部委托，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

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高级研讨班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顺利举

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领导出席结业式并总结讲话，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校领导出席结业式。各地级以上市分管文化和旅游工作

的市领导、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有关文旅企业负责人，厅

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参加结业式。 

结业式上，市领导代表、局领导代表、企业负责人代表分别

作了交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本次研讨班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学风务实、成效显著。通过此次研讨班，既学到了文化和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粤港澳

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新理论、新趋势，还深化了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找到了推进文化

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解决思路和创新方法，拓宽了思路、增强了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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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全省文旅系统要以“七大融合”为重点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一是以完善文旅资源规划和产业

规划为抓手，深入推进区域融合；二是以深化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为抓手，深入推进城乡融合；三是加强传统文化标识和现代科技

深入对接，深入推进要素融合；四是引导文旅事业和产业同向发

力，深入推进平台融合；五是强化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相互嵌入，

深入推进产品融合；六是做强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深入推进业

态融合；七是优化湾区协同、省市联动工作机制，深入推进力量

融合。（供稿：厅人事处，拟稿人：宁天） 

 

文化和旅游部评估调研组到广东开展第七次 

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实地评估 

调研工作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第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

书馆评估调研第八组到广东开展实地评估等工作，对省立中山图

书馆开展实地评估，并抽查了潮州市图书馆、汕头市濠江区图书

馆。 

评估调研组由公共服务司二级巡视员龙晓华带队，天津图书

馆馆长李培、山西省图书馆馆长郭欣萍、南京图书馆副馆长许建

业、上海图书馆党政办公室主任余江等专家组成。省文化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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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二级巡视员屈其仁、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惠，省立中山图书馆副

馆长吴昊，潮州市、汕头市相关领导参加了实地评估调研工作。 

评估汇报会上，龙晓华介绍了本次评估工作的要求和内容，

包括查看被评估馆的设施建设、运行管理与服务情况、核实评估

数据，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考察等途径了解情况，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更好发展。 

王惠汇报了广东省开展第七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

级工作情况，全省共 173个公共图书馆参评，其中副省级、地市

级和县级馆 147个、乡镇公共图书馆 26个，参评率、一级馆比例、

总体服务效能、业务能力、保障条件相关评估指标等较上次均有

较大提升，全省公共图书馆事业稳中有进，体系更趋完善。 

评估调研组实地查看了场馆建设、特色馆藏、主题服务等，

对省立中山图书馆、潮州市图书馆、汕头市濠江区图书馆以及广

东公共图书馆工作给予肯定，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可

行性的意见和建议。省立中山图书馆、潮州市图书馆、汕头市濠

江区图书馆分别对照评估标准汇报情况，介绍了图书馆基本概况、

工作亮点及成效、存在问题与展望等，对专家组提出的疑问进行

了现场解答和补充说明。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此次评估为契机，发挥以评促建、以评

促管、以评促效能提升的作用，结合评估专家的意见建议，进一

步提升服务效能、业务水平、保障能力，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推

进具有广东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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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供稿：厅公共服务处，拟稿人：黄雯） 

 

2023年广东省群众文艺创作骨干高级研修班 

在重庆举办 

 

近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

部学院、广东省文化馆承办，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协办的 2023

年广东省群众文艺创作骨干高级研修班在重庆成功举办。全省部

分地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群众文艺创作人员、部分地市文

化馆群众文艺创作负责人、创排基地负责人、省聘群文专家等参

加了培训。 

本次研修班邀请了多名行业专家，分别从政治理论、音乐、

戏剧、曲艺、舞蹈创作等多个方面为学员带来了《新时代新征程

群众文艺的使命担当》《第十九届群星奖部分入围音乐作品给我

们的启示》《群众文艺戏剧小品创作》《群众文艺的创作与组织

——以“群星奖”为例》《群文舞蹈编创》等一系列有高度、有

广度、有深度的精品课程。为更好地总结推广广东省参加第十九

届群星奖的成功经验，研修班还邀请了广东省荣获第十九届群星

奖的曲艺南音新唱《同心结》、戏剧小品《烟》和深圳福田星辉

合唱团主创代表现场分享创作经验和心得体会。此外，研修班组

织学员到重庆市群众艺术馆、重庆市江北区图书馆等地开展现场

教学与交流，让学员深入感受重庆在群文创作管理、阵地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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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理念。（供稿：厅公共服务处，拟稿人：杨芳） 

 

广东 2023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申报成果 

取得新突破 

 

日前，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公布了 2023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申报立项结果，广东共 36个项目成功立项，获资助金额达 2725.7

万元，资助金额同比上一年度增长 67.6%；立项数量同比增长

38.5%，位列全国第 5 名，资助金额和立项排名获我省历史最好

成绩。 

今年是国家艺术基金设立 10周年，截至目前，广东共累计申

报基金 2463项，立项 223项，获得资助金额约 1.57 亿元。其中，

文华奖获奖作品舞剧《沙湾往事》、话剧《大道》、杂技剧《化·蝶》，

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舞剧《醒·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获奖作品话剧《深海》、歌剧《侨批》等作品都曾获得国家艺

术基金的指导与资助。国家艺术基金在助力我省文艺事业夯实“高

原”攀登“高峰”、推动我省艺术创作蓬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广东省国家艺术基金工作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

求发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一是提高项目前置策划

水平。结合广东省剧目策划中心重点选题、重要时间节点及各单

位年度重点工作提前策划申报工作；二是转变基金项目申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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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鼓励申报主体运用国家艺术基金在全国的影响力及其杠杆作

用，将广东的艺术形象传播推广到全国，不断扩大广东艺术的业

界影响力；三是加强项目申报辅导工作。抓好项目真实性、主题

性、创造性三个重点，科学合理地策划申报项目；四是增强申报

协调配合力度。省基金办、各申报主体和各指导单位紧密配合，

做到多立项、出精品、出人才。（供稿：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拟

稿人：陈冬妮） 

 

广东美术馆举办全国首个流行音乐词曲作家 

个人综合艺术展 

 

近日，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办、广东美术馆承办的“涛声

依旧——陈小奇个人艺术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据悉，美术馆

举办流行音乐词曲作家个人艺术展在国内尚属首次，此举是广东

美术馆推动艺术跨界融合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领军人物，陈小奇从 1983年底开始创作

流行歌曲，至今已有 2000余首词曲作品问世，其中不乏《涛声依

旧》《大哥你好吗》《我不想说》《高原红》等脍炙人口的传世

经典，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流行音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除了音乐创作外，他在书画、文学、诗文创作方面也颇有造诣，

将大量的歌词创作转换为书法、绘画等视觉艺术形式，让观众能

更形象地理解其歌词中所蕴含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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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5 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在广东催生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 45 周年，同时也是陈小奇从事流行音乐创作

40 周年。本次展览以陈小奇的词、曲、诗、剧、文、论、歌词书

法、意象绘画作品为主轴，辅以歌曲音频、个人作品演唱会视频、

个人手稿、历史照片、唱片、书籍、期刊、海报等，让观众可透

过其创作历程感受改革开放 45年来中国的文化变迁与发展。（供

稿：广东美术馆，拟稿人：江飞） 

 

●文旅市场 

 

广东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能力提升部省联训班
开班 

 

近日，广东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业务能力提升部省联训班在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开班，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

院副院长卢娟、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李再炎出席开班

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卢娟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珍惜机会，把参加此次培训作为

一次业务升级、思想升华的好契机，作为一次全面“充电”、提

升本领的好机遇，力求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同时，希望各位学

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带着感情学，做到学思结合、研修

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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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再炎强调，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执法业务培训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全省文化

和旅游行业领域执法监督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二要以问题为导

向，加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策学习，准确把握市场特点规律，

全面提升综合执法办案能力；三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

面推进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领域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本次培训班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实操性强，将邀请中央党

校、中央组织部干部学院、文化和旅游部综合执法监督局，北京、

重庆、安徽等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领域的同志和专家进行授课。

省委宣传部有关处室、全省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主要负责人、执法骨干，以及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相关人

员参加培训。（供稿：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拟稿人：梁

志超） 

 

●岭南双创 

 

非遗潮未来，龙腾大湾区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 

（东莞）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龙舟邀请赛
举行 

 

6 月 10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非遗潮未来·龙腾大湾区”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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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东莞）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龙舟邀请赛在全国首个

“龙舟之乡”东莞市沙田镇举行。 

启动仪式上，进行了融岭南水乡文化、疍家文化以及湾区人

文特色于一体的“龙腾湾区·水韵岭南”非遗主题实景演出；发

布了 10条广东非遗旅游精品线路、广东文物游径地图、东莞水乡

文旅游径；启动了“广东考古游径”推介官活动、广东省首届最

美非遗人物评选活动。 

启动仪式后，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龙舟邀请赛暨东莞龙舟

锦标赛在东莞沙田水道举行。来自粤港澳的 18 支男女混合龙舟

队，东莞水乡沿海镇街的 10支男子传统龙舟队，以及 12支沙田

男、女子组龙舟队同江竞渡。最终，东莞沙田龙舟队夺得粤港澳

大湾区（广东）龙舟邀请赛冠军，中堂镇龙舟队夺得东莞龙舟锦

标赛冠军，中围村包揽沙田镇龙舟锦标赛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其中，东莞沙田队和沙田·香港同心会龙舟队分获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龙舟赛的冠亚军，这是两地年初签约结对共建以来首次

开展体育文化交流。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同步开展 400多

场非遗宣展活动。（供稿：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拟稿人：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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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南粤 云游湾区” 

广东文物游径地图小程序正式上线 

 

为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加强文物活化利用工作，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从已推出的八大主题 44 条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遗产游径中，精选“广州孙中山思想传播游径”“广州海丝

申遗史迹游径”“江门开平碉楼与村落世遗游径”，编绘了广东

文物游径地图，并制作成“古韵南粤 云游湾区”小程序，于 6月

10 日正式上线。该小程序把不可移动文物作为核心内容，将文物

串珠成链，依托技术创新，带来可视化互动展示及沉浸式体验，

以地图汇编、路线导览、景点打卡的形式，向公众推广大湾区文

物和文化遗产资源。（供稿：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拟稿人：许

文静） 

 

广东省博物馆成功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 2022年第二批次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备案情况，广东省博物馆成功获批设立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成为省内文博行业中第一家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的博物馆。（供稿：广东省博物馆，拟稿人：宋卓、陈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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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物鉴定站荣获国家第五届“最美文物
安全守护人”，成为全国文物鉴定系统 

唯一获奖团体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五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推介

名单，其中，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广东管理

处）被授予“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团体称号，成为全国文物鉴

定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供稿：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拟稿

人：麦蕴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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