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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漫步广东潮州古城，无论

访古桥、赏非遗，抑或逛古街、看牌坊，总

会被古城的独特气质所吸引。

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潮州市

考察时强调：“潮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

的文化名城。潮州有很多宝，潮绣、木雕、

潮剧、工夫茶、潮州菜等，都很有特色，弥

足珍贵，实属难得。我们爱这个城市，就

要呵护好她、建设好她。”一年来，潮州古

城在文化遗产保护、培养非遗传人、延续

城市文脉等方面持续发展。

保育活化，延续历史文脉

住在潮州古城区的蔡老伯，每天闲暇

时 总 喜 欢 到 古 城 里 的 文 化 公 园 走 走 看

看。在那里，潮州镇海楼复建工程建设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

重建地标建筑，彰显古城韵味。镇海

楼复建工程是潮州古城提升蓝图的重点

项目之一。一年来，潮州制定出台了《潮

州古城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5 年）》，

成立了市委书记挂帅的古城提升行动计

划领导小组，提出深化古城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等 24 条具体措施，列出第一批 26 个

重点项目，开启深挖古城历史文化内涵、

全面拓展古城空间格局的序幕。

位于古城中山路的李厝祠始建于清

代，上世纪 20 年代曾作为黄埔军校潮州分

校校址。作为潮州“百家修百厝”重点项

目之一，该祠修缮工程于今年 7 月完工。

“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通过规范、

有效的技术手段，使损坏和病害得到遏制

和修复，最大限度地保存现有建筑遗存的

历史面貌。”潮州古城区文物管理所综合

股负责人谢菲说。

开 展“百 家 修 百 厝 ”等 微 更 新 、微 改

造，是古城保育活化的一大举措。850 岁

的广济桥在今年春节前完成了木构件修

缮，水下桥墩修缮正在抓紧推进；笔架山

潮州窑遗址启动窑址保护展示和本体加

固工程；唐伯元故居、黄尚书府、辜厝巷

林宅等 139 处文化遗迹、31 处文保单位在

修缮中重新焕发古韵，实现了文物保护

成果惠民。

目前，湘桥区博物馆、文化馆新馆、潮

州古城全域旅游智慧导览等项目也已建

成，廖厝祠修缮、百花台民俗文化公园等

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中。

创新保护，推动非遗传承

一块朱泥、一台拉坯机，只需十几分

钟，就做出了一把茶壶的模型。在牌坊街

郑厝巷的柏荫精舍，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柯敏正向游客展示制作手拉壶的过程，游

客们跃跃欲试。“通过直观展示，大家可以

更鲜活地了解这门传统手艺，我觉得这是

一种更好的传承和传播。”柯敏说。

柯敏创建的柏荫精舍壶艺作处，已成

为当地一处手拉壶制作体验中心，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学习体验。今年 8
月，“潮州手拉朱泥壶”正式获评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设 立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基 地 ，举 办 潮 州

文化论坛、文化沙龙，编纂出版“潮州文

化丛书”等书刊，推进保护潮剧……一年

来，潮州深化非遗保护传承与文化研究，

新增国家级非遗项目 2 项，举办潮绣、潮

州剪纸等非遗培训班 120 多场次，参训人

员 2000 多人。截至目前，潮州共有国家

级非遗项目 17 项、省级非遗项目 38 项，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2 人、省级非遗传承

人 77 人。

此 外 ，潮 州 还 筹 办 工 艺 美 术 拍 卖 专

场，推动非遗传承保护实现“精品+产品”

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潮绣、潮剧、工夫

茶、潮州菜等推陈出新，潮州这座“中国工

艺美术之都”“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之都”绽

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城市文脉特色更加

彰显。

文旅融合，释放城市活力

一年来，潮州古城文旅融合迎来了新

的发展。今年国庆假期，潮州古城旅游持

续升温。古色古香的牌坊骑楼，精致典雅

的古宅民居，精湛绝妙的非遗工艺，地道

美味的潮州小吃……吸引了不少市民和

游客。

依 托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一 批 民 间 博 物

馆、艺术馆等先后进驻古城，新业态不断

丰富。如今，137 家民宿客栈、2 家创意园、

30 家茶馆茶舍、35 家非遗特色展馆等坐落

在古城街头巷尾，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

一 年 来 ，潮 州 积 极 打 造“文 旅 投 ”平

台，深化与文旅企业合作，以古城旅游为

龙头，把全市 1345 处文物点串珠成链——

与深圳华侨城文旅小镇发展有限公司签

约，探索实行“专业咨询+招商引资+综合

运营”的古城运营管理新模式；建设面积

达 3000 平方米的饶宗颐故居片区，整合利

用古城房产资源；今年元旦开业的潮人美

食城成为潮州首个古城保育活化建设—

运营—移交（BOT）项目；凤凰山文祠茶旅

走廊正在建设中……文旅融合不断加速，

让城市释放出新活力。

“我们一定努力把潮州建设成展示中

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窗口，让人们在体验潮

州 文 化 的 过 程 中 体 味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潮州市委书记何晓军表示。

深挖文化底蕴 彰显创新活力

潮州古城展新貌
本报记者 李 刚 本报通讯员 郑 健

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
史的文化名城，广东潮州充
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积极
修缮文物遗址、推进街区活
化发展、丰富城市文旅业
态，呈现出文脉气蕴与创新
活力兼具的崭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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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玩 时 特 别 有 感

触，感觉说的都是我们

自己的故事。对孩子来

说，让她了解祖国的过

去，会更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在浙江宁波方

特东方欲晓主题公园游

览后，市民赵女士这样

感叹。

2021 年 7 月 9 日，由

华强方特集团建设的又

一大型红色文化高科技

主题公园——宁波方特

东方欲晓主题公园正式

开园。公园通过探索红

色旅游新体验，助力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

如何依托旅游传承

执着的信念、顽强的意志、

坚韧的作风，从红色基因

中汲取奋进力量？华强

方特在不断探索。

贴着红军宣传标语

的瑞金街、朴实亲切的

延安街……方特东方欲

晓主题公园通过搭建特

色街景，还原了近现代

中国不同时期的主题街

区，游客漫步其中，如同

回到那个年代。

“方特东方欲晓主题

公园策划推出六大历史主题区域，

依托互动技术打造出一系列红色主

题项目和特色景观，寻求红色文化

与大众需求的对接点。”方特创意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华强方特“美

丽中国三部曲”之一，方特东方欲晓

主题公园建设历时 9 年，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与游客见

面，让红色精神可知可感、可亲可近，

为红色旅游增添了沉浸式新体验。

在主题公园内，数十个升降舞

台、全息投影等科技设备将真人表

演、虚拟演员和三维特效结合，一

场《巾帼》剧目生动展现了无数英

雄儿女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大型

室内沉浸式体验项目《铁道游击》

让游客感受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大

型悬挂式球幕影院，万里长城绵延

不尽、千户苗寨歌声萦绕……影片

《飞翔》呈现的中国一系列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和城市风光让人目不

暇接。

其中，超大型立体

巨幕影院项目《东方欲

晓》以 超 大 屏 幕 、震 撼

视 听 感 受 演 绎 百 年 峥

嵘 岁 月 ，深 受 游 客 欢

迎 。 江 西 赣 州 方 特 东

方 欲 晓 主 题 公 园 的 工

作人员介绍：“《东方欲

晓》使用的是 1000 平方

米的超级立体银幕，面

积比 2 个标准篮球场还

大 ，IMAX 银 幕 面 积 相

当于 3 个电影院的普通

银幕大小。”

运 用 多 种 新 技 术

形式，华强方特将红色

文 化 与 高 科 技 主 题 公

园 相 结 合 ，时 空 交 织

中，近现代中国的风云

激 荡 在 巨 幕 上 全 景 式

展现，震撼人心。

“在方特东方欲晓

主题公园，游客既是项

目体验者，也是文化探

寻 者 ，更 是 精 神 传 递

者 。”华 强 方 特 集 团 总

裁 刘 道 强 说 。 作 为 红

色旅游新品牌，方特东

方 欲 晓 主 题 公 园 依 托

华 强 方 特 运 营 主 题 公

园的经验积累，汇集了

休闲旅游、主题演艺、红色教育培

训、特色餐饮等丰富业态。华强方

特将“红色文化”教育意义与“合家

欢主题公园”的体验性融合在一

起，不断显现出产业链规模效应。

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时代特

征、地域特色需要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的继承和发扬需要更多游客热情

分享；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需要融

入生活、持续激扬。让游客在旅游

中感受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华

强方特正向着这一目标不断前进。

“方特东方欲晓主题公园还将

在河南郑州、江苏淮安、山东济宁

等多座城市落地，为更多游客提供

红色旅游的新选择、新体验，普及

和传承红色文化，推动红色旅游高

质量发展。”刘道强表示，华强方特

未来将持续发力，把方特东方欲晓

主题公园打造成一流文旅品牌，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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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8日电 （记者贺勇）

日前，由北京歌剧舞剧院和北京民族乐团

联袂打造的“花样年华”音乐会上演。这

也是今年 10 月开启的北京市属文艺院团

“人才演出季”系列精品演出中的一场，助

力打造“大戏看北京”的首都文化新名片。

演出季涵盖歌舞、戏曲、曲艺、民乐四

大艺术门类，由中国评剧院、北京歌剧舞

剧院、北京曲艺团、北京民族乐团等文艺

院团联合举办。演出季践行“出人出戏出

精品”的目标，充分展示北京市属院团艺

术人才传承发展的成果。“我们将通过演

出季这样的平台，增强文艺院团创新活

力，促进优秀的演艺人才更好地成长成

熟，为首都演艺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北

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表示。

北京演出季助力艺术人才成长
本报石家庄 10 月 18 日电 （记者张

志锋）近日，华北联合大学文化聚落在河

北阜平县平房村启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学院研学基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纪

念馆等在此揭牌。这是全国最早建成的

大学旧址主题文化聚落之一。

华北联合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

敌后战场创办的第一批高等学府，曾在革

命老区阜平坚持办学 6 年。新建成的文

化聚落包括纪念馆、艺术馆、文创中心和

文化体验中心等。

在启动仪式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中

央美术学院分别向阜平县赠送图书《中国

思想文化术语》和艺术作品《延河育魂》，

华北联合大学创建者成仿吾铜像亦同时

揭幕。

华北联合大学文化聚落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