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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录者”与“传承者”的《文化深圳》作为“记录者”与“传承者”的《文化深圳》

过去 3 年，周刊的工作可以归结为一
条，那就是做“文化深圳”忠实的“记录
者”与“传承者”。

3年来，周刊植根于深圳，始终跟随着
深圳城市文化发展的脚步，感受着深圳城
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勃勃生机，记录着
它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它的不甘平庸、追
求卓越的精神。

深圳具有难得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超前
的文化理念。深圳率先提出 21 世纪“拼文
化”的理念，“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
低、以精神定成败”成为共识；率先提出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维护国家文化主权”
的文化理念，率先提出“打造创新型智慧型
力量型主流城市文化”的文化目标……在
观念的引领下，深圳率先提出“文化立

市”战略，确立“文化强市”目标；制定《关
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意见》等系列
法规和政策文件，成就了“文化深圳”的思想
和制度基石。

深圳拥有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气魄和
勇气。2003 年，深圳作为首批文化体制改
革的全国试点。通过资源整合和重组，先
后成立了深圳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和出版
发行集团，推动三大文化集团实现社会效
益的最大化和经济效益的最优化。实现

“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众多文化
活动都交由社会承办，政府不再大包大
揽。设立文化基金，通过专业化、公开化
和程序化的方式，从社会上广泛征集文化
项目，科学有效地扶持了一大批公共文化
产品的生产。

深圳打造了一系列文化品牌、文艺精
品。深圳打造了文博会、读书月、市民文

化大讲堂、大剧院艺术节、创意十二月、
鹏城金秋文化艺术节、百课下基层等一系
列文化品牌。深圳通过“影视工程”“音乐
工程”“文学工程”“美术工程”四大文化
工程，催生了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富有
艺术内涵、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精品力
作。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国际、国
内重大评选中，屡获佳绩。

“深圳学派”建设成果初现。深圳传统
学术资源匮乏，但没有一座城市像深圳这
样对学术文化充满向往。1997 年，深圳学
者就提出“深圳学派”的构想；2010 年 4
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推动建设

“深圳学派”；2012 年，打造“深圳学派”
被写入深圳市委市政府文件。近 10 年来，

“深圳学派”已经框架初现，确立了研究范
围，形成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产生了
一批学术品牌；一批优长学科确立，大批
学术成果问世，众多学科带头人涌现，城
市文化研究特别是公共文化研究方面，处
于领先地位。

深圳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
圳率先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大力建
设全覆盖普惠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深
圳中心区，矗立着一片宏伟壮丽的“文化
森林”：图书馆、音乐厅、少年宫、书城……
到 2015 年，深圳共建成文化馆 （站） 69
个、公共图书馆 （室） 621个、1000平方米
以上的文化广场 381 个、博物馆 36 个、美
术馆 11 个、深入街区的自助图书馆 240
台，形成了遍布全市的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城市的“5 公里文化圈”正在逐步形
成。

深圳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10 年
来，深圳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
国领先。“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
化＋金融”等深圳模式，为中国文化产业
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腾讯、华侨城、华
强文化、雅昌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
的文化企业纷纷发展壮大；文博会、文交
所、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对外文化贸
易基地等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
台。2015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1757.14
亿元，增长 13.1%，占全市 GDP 达 10%，位居
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深圳的“大爱精神”温暖人心。“志愿
者之城”“爱心之城”“文明之城”是深圳
创造的一种高尚城市文明样式。1989 年，
19 位热心的深圳青年开通“为您服务”热
线电话，首开中国内地志愿服务先河。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深圳全市注册志愿者达
125 万。“关爱行动”是这座年轻城市最温
暖的名片，涌现出了丛飞、孙影、陈观
玉、郭春园等一大批道德模范和文明市
民，培育了“募师支教”“心理关爱”“社
区邻里节”“妈妈食堂”等品牌公益项目。

3年来，周刊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既丰富
多彩又生机盎然的文化深圳。

作为“国家立场”“深圳表达”的《文化深圳》

《文化深圳》 周刊 3 年来获得广泛的社会
关注，这与周刊始终坚持“国家立场”的

“深圳表达”的价值定位密不可分。
深圳在文化发展中的道路和目标选择，

充分体现着深圳致力于“文化强国”的城市
实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突出的特区意识让
深圳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深圳
从来都不是偏安一隅的小城，这里所发生的
一切不仅事关这座城市的发展，而且与国家
命运密切相联。在经济发展上如此，在文化
追求上亦是如此。国务院参事、深圳市原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曾表示，深圳文
化发展的实践探索就是“国家立场”的“深
圳表达”，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为“文化强
国”和中华文化复兴创新探路。

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弘扬国家文化
主权”和“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两个文化理
念，并认为，“文化强国”的建设过程必然使
全体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彰显、维护和发
展，必然使国家文化主权得到弘扬。长期以
来，深圳在实施“文化立市”战略过程中，
率先采用公益性文化场馆全面免费开放、高
雅艺术票价补贴、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扶持等
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措施，逐步构建优
质便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探索出
一条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利、人民群
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新路子；通过
政策扶持、资金引导、业态融合等一
系列创新举措，培育了一大批创新性
文化企业，探索出“文化+科技”“文
化+金融”等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通
过输出文化产品、打造文艺精品、拓
展文化交流，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唱响
华夏正声。据统计，2015 年深圳核心
文化产品出口182.7亿美元，占全国的
1/6强，深圳原创的大型儒家文化交响
乐 《人文颂》 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

者，先后在联合国纽约总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巴黎总部等重大国际舞台演出，获得广
泛赞誉。

周刊致力于为全国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一
个参考样本，努力通过“新闻性”、“文化
性”和“理论性”的结合，充分挖掘“文化
深圳”背后的新闻，拓宽报道的广度和深
度，突显“文化深圳”作为“文化强国”实
践的创新、示范价值。

在“深圳十大观念”评选活动的新闻事
件中，周刊并没有报道事件本身，而是以

“深圳观念为何风行全国？”为题，着重分析
“深圳观念”中改革创新精神的当代价值，使
一个深圳的文化事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文章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首页转载，取得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国家出台 《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
指导意见》 之后，周刊将深圳书城的发展放
在实体书店业态创新的大背景下，揭示实体
书店经营发展的应有之道——只有通过改革
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实体书店
改革创新发展、建设书香社会提供了参考样
本。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视野中的《文化深圳》

周刊未来要做些什么？归结为一条，那
就是展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创新视野中的

“文化深圳”。
经过近 10 年来的快速发展，深圳城市文

化综合实力有了较大提升，文化形象较往日
有较大变化。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小甘在接
受笔者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
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文化也搭上了改革开
放的快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评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设
计之都”，培育了“文博会”“创意十二月”

“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百课下基层”
等文化品牌，特别是深圳的创新文化独具特
色，城市的创新氛围浓厚，每万人口发明专
利拥有量已超 65 件，世界领先。他说，深圳
不少方面确实在国内处于“第一方阵”，甚至
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城
市定位在不断地提升，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
期待也越来越高，文化建设必须跟上来。深
圳现在的发展定位是“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深圳的文化建设必须适应这个新形
势。他认为，深圳的文化发展水平与城市发
展的新定位是适应的，但还有不少地方是不
匹配的，有的还与先进城市有很大差距。

深圳从不避讳自身缺点，深圳从来都是
不甘平庸的。今年年初，针对城市文化发展
存在的问题，深圳发布了 《深圳文化创新发
展 2020 （实施方案）》，对深圳未来 5年的文
化发展战略和策略做出了顶层设计，计划通
过一系列打基础、补短板、谋长远的创新举
措，让深圳国际化城市形象更加鲜明，对外

文化辐射力不断增强，城市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显著提升。

李小甘将这个实施方案概括为“一个目
标、三个层次、五大体系”。“一个目标”就
是将深圳打造成精神气质鲜明突出、文化创
新引领潮流、文艺创作精品迭出、文化活动
丰富多彩、文化设施功能完备、文化服务普
惠优质、文化传播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充满
活力、文化形象开放时尚、文化人才群英荟
萃的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与深圳“现代
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的文化强市。

“三个层次”讲的是文化的三个层次，具体为
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核心层主要涉及
价值观，包括城市精神、意识形态、道德水
准、舆论导向、学术思想等，凝聚了城市的
文化内核和灵魂；中间层主要涉及文化生
产、服务与传播，包括品牌文体活动、文艺
精品、文化传媒、文化产业等，体现了城市
的文化服务力和影响力；外围层主要涉及硬
件设施，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空间
等，构成了城市文化的基础条件。“五大体
系”则是城市精神体系、文化品牌体系、现
代文化传播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
文化产业体系。

目前，《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 （实施方
案）》 已经进入深入实施阶段并已经初显成
效，周刊也已经专门开辟了“文化创新 2020”

“创新之城”“创新名家”等专栏。未来，周刊
将紧跟“文化深圳”的前进步伐，讲好深圳
故事，传播深圳声音，努力展现更具现代
化、国际化和创新精神的深圳城市文化，为
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加油助力。

飞翔的翅膀从这里出发。飞翔的翅膀从这里出发。

深圳书城24小时书吧。深圳书城24小时书吧。

图书馆成为深圳市民心灵的港湾。
齐洁爽摄

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
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
多个场合讲到文化自信。专家认为，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最终都会通过文
化自信展示出来。

当代中国，正是从深圳开始，进入波
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探路者的深圳，行于无路，呼于未
言，“敢为天下先”，以发行新中国第一只
股票、敲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等一
个个石破天惊的创新壮举，突破了传统观
念的束缚，引领了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时
代潮流，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引向
深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至名归的

“精神地标”。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离

京考察，就来到深圳，并向邓小平铜像敬
献花篮。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
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深圳市要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
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四个全面”中创
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
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一路走来，深圳不负众望，从一个南
中国的边陲小渔村蜕变成为一座世界瞩目
的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工业
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在文化领
域，由于缺少历史文化积淀，深圳曾被称
为“文化沙漠”。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一些独特的深圳文化元素逐渐形成，并慢
慢进入公众的视野。现在的深圳常被冠以
诸如“青春之城”“科技之城”“时尚之
都”之类的称号。特别是近 10 年来，深圳
文化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率先提出“文化
立市”战略，先后4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

改革先进地区、3 次获得文化部文化创新
奖，深圳的文化产业博览会、文交所、文
化产业投资基金、对外文化贸易基地都成
为国家文化战略中重要组织部分，“深圳十
大观念”风行全国，《人文颂》大型儒家文
化交响乐奏响世界，成为联合国的“设计
之都”和“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如今
的深圳，文化创意勃发、学术睿智泉涌、
文明浪潮波澜壮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
臻完善、文化产业百舸争流，在文化发展
的许多领域都走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
成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风向标。

正是基于此，3 年前，《文化深圳》 周
刊创刊，旨在像曾经报道“经济特区”敢
闯敢试、艰苦创业、挺立潮头、开拓进取
的时代风貌，激励全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
的强国富民之路一样，通过介绍“文化深
圳”，传递深圳文化先进的理念和改革创新
的实践经验，为全国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一
个参考样本。

转眼，《文化深圳》 周刊已经 3 岁了，
出版了 150多期，发表了 300多篇文章。周
刊通过一系列报道向社会传递了深圳在文
化领域的一系列先进理念与创新实践，为
各地文化发展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参考案
例，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其中 《“空谈
误国、实干兴邦”是如何从深圳喊响的》

《深圳观念为何总能风行全国》 被人民网、
新华网首页转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好
评；《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解读》《我们需
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 被 《新华文摘》 全
文转载，获得学术界认可；《深圳，创新之
城是如何炼成的》《文化是流动的》《“百
课下基层”理论入脑心》 等数十篇文章在
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被中国文明网、中
国经济网、中国作家网、中国人才网首页
转载。

图为在深圳南山区华侨城文化
创意园，一名男子在观看各种创客
产品。 毛思倩摄 （新华社发）

图为深圳文博会吸引海外展商参
展。 何五昌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