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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面了解广州历史、解读广州现状、展望
广州未来、了解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程的
一扇最新窗口，广州市地方志新馆10月25日首次内
部开放，向10个社会团体展示广州两千多年来的城
市变化轨迹。

新馆采用了大量的现代表现手法，360度环幕影
院、4D“船说广州”故事屋、骑楼街区场景复原等
留住历史，还原最真实的广州。

新馆超1.26万平方米

广州市地方志馆建成于1995 年，坐落于广州市
下塘西路，是全国第一家由政府立项建设的地方志
馆。新馆则位于白云新城的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
心，按新型方志馆的标准兴建。其建筑面积达
12629 平方米，其中主展览区域6603 平方米，建设
地情展示中心、教育中心、文献中心、编纂中心、
影音中心、服务中心等六大功能区。

广州市地方志新馆展览项目由广州市人民政府
地方志办公室牵头打造，展览主题由“ 城”（千年
广州）、“ 商”（商都广州）、“ 政”（改革广州）、“
人”（创新广州）、“水”（生态广州）、“文”（人文广
州）、“区情纵览”、“珠三角及泛珠三角视窗”八大
部分组成，向世人浓缩展示广州、珠三角及泛珠三
角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展示手法多元现代化

新馆在展示手法上实现了许多创新。结合体感
互动、多功能查询、沉浸式环幕影院、场景复原、
模型复件等多种现代表现手法，让参观者穿越时
空，多维度感知广州的发展与进步。城市拓展、千
年商都、革命策源、改革创新、广州人物、水系变
迁、文化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区情纵览立体数
字沙盘、珠三角泛珠三角视窗等应有尽有，在互动
娱乐的同时，观众也能获得对广州的立体认知。

新馆中采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手段。比如，在
“千年羊城，南国明珠”展区，游客只要轻点“广州
地理信息平台”，就能看到真实还原的广州市地形地
貌。通过投影，广州的行政区划、人口密度、水资
源分布、平均气温、降水、日照、太阳辐射等信息
一目了然。

步入“海丝大港，商都传奇” 展区，360 度的
环幕影院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在
“船说广州”故事屋中，观众可以乘坐在木船中，通
过4D特效，游览羊城新貌和广州船说，感受船身晃
动时带来的光、影、风的变化，犹如置于珠江上。

市民可在展厅录音棚“口述广州”

广州市地方志新馆建立了口述广州历史数据中心，并建设了市民录音
棚、口述史采编室、音像资料编辑室、电子化评稿室，成立了广东省首家独
立运作的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随时就广州地情的相关
专题，谈自己熟悉的广州、鲜为人知的广州故事等，将自己的广州城市记忆
加入其中。

在开放日活动中，市民录音棚、口述史采编室先后迎来口述陈李济发展
历史的陈进伟和“西关正骨”传承人李主江。

广州市地方志新馆首次内部开放当天还展示了具有岭南文化精髓和广州
独特魅力的“三雕一彩一绣”（木雕、牙雕、玉雕、广彩、广绣） 艺术品，
举办了陈李济百年陈皮文化体验、广彩文化体验、岭南文化专家口述历史访
谈、广州古村落保护互动交流、女性沙龙知识与姿色读书会以及猜灯谜、答
广州地情知识题“踩吧”冲关等活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新馆陈设了广州的传统美术、传统医药、传统
技艺、传统民俗、传统音乐等，将过去广州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定格。

地方志是一个地方发展历程的载录者。广州一直以来精心编纂地方志，
用心记录着地方历史变迁。

深耕细作地方志资源。至2016年，广州市地方志办共编纂出版综合志书
26部，专业志71种，部门志87种；编纂广州年鉴34卷，英文版年鉴3卷，珠
三角城市群年鉴7卷；编纂专业年鉴、部门年鉴15种；编纂镇街志85部、村
志48种；编纂史志丛书和地情书籍131种。另外，整理《广州大典》史部方
志类66册，编辑旧志85种，出版古籍12种。今年以来，广州地方志办还启动
101部行业志、部门志以及38部名镇名村志编修，编纂出版《广州简志（公
元前214年-2016年）》《“十二五”广州大事记》《“十二五”广州大事纪
实》《“十二五”广州之最》等书籍。

拓展数字化服务阵地。2007至2015年，广州市地方志办共投入480万元
资金进行7期信息化建设，实现2000多册馆藏文献的数字化，包含1.2亿文字
和图片10万余幅。2014年 11月，“广州地情网”实现升级建设并增设手机
版，全省首个地情微信、微博开通。2016年，广州市地方志办投入393万元开
发在线修志一期项目，建设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电子书自助借阅系统、触摸
屏查询系统、自助导览讲解系统等，开发综合数据查询及统计分析系统，建
设（泛）珠三角地区地情信息中心，为社会各界提供触手可及的地情信息服
务。

多种形式增强服务社会功能。一是把地情公众开放日建成品牌。2014年
11月以来，广州市地方志办联合90多个单位持续举办19期不同专题的广州地
情公众开放日活动，每一期均制作成开放日实况记录短片挂广州地情网专
栏，服务社会、服务百姓；二是引入各方力量开展年度大事评选活动。2015年，
成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参加的市政府评审委员会，入选大事经市民
投票、评委会评审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审定后向社会发布；三是首创实体教
育基地，6个地情教育基地相继挂牌。此外，“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平台将12
个专题地情信息推送至覆盖1500多所中小学校的“广州数字教育城”网站，
平均每篇文章（图、库）点击率达4463次。 （白 原）

10月25日，广州市地方志新馆的口
述广州历史数据中心迎来了一位特殊客
人——知名媒体人杨澜。她和摄制团队
在这里拍摄了《杨澜访谈录：广州，从
千年商都到国际枢纽》特别节目，这是
该节目首次走入中国地方志系统进行拍
摄纪实，也成为口述广州历史数据中心
的首部播放影片。

该节目对广州日报社社长顾涧清、
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山两位嘉宾进行
了采访，并借助大量资料和解说，探寻了
广州2230多年的城市发展足迹和发展战
略基础。顾涧清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发祥地谈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
下，广州加快三大国际战略枢纽和枢纽
型网络城市建设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举

措，还阐述了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一直保
持对外开放和坚持创新发展的城市特
质。霍启山则讲述了爷爷霍英东在上世
纪80年代以来参与广州城市建设，开办
实业的故事。

据悉，结合新馆开放，广州市人民
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专门组织策划了这期
节目，阳光传媒集团承担制作。杨澜表
示，广州地方志新馆引入口述历史概
念，并专门成立广州口述历史数据中
心，是很好的尝试和创举。影片在新馆
展厅五羊仙观口述广州故事屋播放，还
可以加强社会公众参与历史编撰的积极
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志馆传播地
情、服务社会的功能。

（白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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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

则同意《广州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0—2020年）》，明

确定位广州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我国重要的中心城

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

通枢纽。

经过数年来的创新发

展，广州已经逐渐从千年商

都变身为国际枢纽，其角色

的转换，显见于这些年的改

革开放成绩当中。作为地方

历史的重要载体，广州市地

方志新馆为我们全面了解广

州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窗口。

①地方志记载枢纽历史
广州古称番禺，秦汉时期就是著名的商业都市和水上

交通枢纽。三国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始得“广
州”之名。唐代，广州是世界上最长航线“广州通海夷
道”起点，是唯一设置市舶使的城市。宋代，朝廷在此首
设市舶司，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于50个。广州作为
2230年来中国唯一长盛不衰的对外通商口岸，留下了许多
海上丝路遗址。

翻开广州地方志资料，就能发现广州对外贸易史上一
组看似巧合的数字。1557年，澳门开埠，首批欧洲人获得
在中国居住权。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闽、浙、江三海
关，粤海关成为中国对外通商唯一口岸。1957年，新中国
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广交会”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唯一窗口。这三
组与“5”和“7”相连的数字，反映了广州从海上丝绸之
路发祥地，到“一口通商”口岸和先行先试城市，与多元
文化交互和碰撞的故事。

在地方志资料中还能探寻到琶洲岛与黄埔古港的历史
轨迹，它们一同见证了广州对外贸易的辉煌。琶洲岛现有
“广交会”，岛西则是2015年以来建立的琶洲互联网创新聚
集区，腾讯、阿里巴巴、复星、国美、小米、YY、唯品

会、环球市场等14家行业龙头企业落户于此，注册资本超
百亿。

近日，《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5年）》印发实施，按规划，琶洲将建设成为
互联网领军企业总部云集的新型CBD核心区，打造营收
超千亿元的互联网创新产业，成为未来的“中国硅谷”。

地方志记载了广州作为枢纽城市的发展历史，而广州
的新发展，也将不断载入地方志的史册。

②南沙新区打造新支点
从琶洲岛出发，沿珠江向东前行，来到位于广州市最南

端珠江出海口的南沙。论陆路，它距广州市区以及深圳、珠
海、澳门、东莞、中山等14个大中城市不超过60千米；论海
路，它距香港38海里，距澳门41海里。

广州南沙新区是中国（广东）自贸区的三大片区之一。
南沙自贸区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规
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在自贸试验区和国家新区政策叠加
下，南沙航运物流、创新金融、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产业渐
成集聚态势。南沙邮轮码头项目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国

内首个以世界最高
标准建设的专业游

艇码头已建成并投入运营。除大型航运外，以第三产业为服
务对象的码头基础配套设施已齐备，辐射力与交通优势将
为南沙滨海旅游带来庞大的客源市场。

在接受《杨澜访谈录之广州，从千年商都到国际枢纽》
节目的采访中，霍启山讲述了爷爷霍英东的故事。霍英东是
最早回到内地参与广州城市建设的投资者之一，在上世纪
70年代末广州改革开放初期，他便建设创造了中国酒店业
多项第一的白天鹅宾馆，并投资开发南沙，霍英东集团是
南沙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根据广州公布的2016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广州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037.78亿元，同比增长8.1%。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0倍、20.2%和20.0%；53
个三大战略枢纽建设工程共完成投资274亿元，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的83%。财富500强企业已有288家投资广州、设
立797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落户广州的世界500强企业
达16家。广州正在谱写联通世界的新篇章。

③枢纽建设上水平
2015年 12月通过的《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广州要围
绕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大

交通综合枢纽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推
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全面上水平。

在航空枢纽建设中，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构
建“空中丝绸之路”的两个国际航空
枢纽之一。白云机场口岸实行72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是全国唯一的水生动
物、水产品、水果、肉类、种苗五大
货物指定入境口岸；白云机场综合保
税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空港型综合保
税区。2016年 1-9月，新开通及复航
国际航线 23 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
216个航点，国际旅客吞吐量1008万人
次，同比增长20.2%。

在航运枢纽建设中，截至今年 7
月，广州港已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168
条，连通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多个港口。2015年广州港货物吞吐
量分别位居国内第四位和全球第六

位，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位居国内第四位和全球第七位。今
年上半年，广州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逆势增长4.6%，散货吞
吐量增长2.4%。南沙港区已建成专业深水码头20多个，
最大锚泊能力30万吨级，能靠泊世界最大吨位的集装箱
船。

在创新枢纽建设中，截至今年9月，广州已新增新三
板挂牌企业130家，累计达274家。以广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中新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智慧城、琶洲互联网创新聚集区、广州国际生物岛等
为核心的广州城市科技创新走廊正在建设中。珠江两岸经
济带、创新带、生态景观带及广州南站商务区，琶洲互联网
创新集聚区与珠江新城、国际金融城也已初现规模。一个
30平方千米，集世界级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和会展商贸于
一体的广州创新核心区即将诞生。

今年8月，广州市委第十届九次全会提出广州要建设
枢纽型网络城市。作为中国三大通信枢纽、互联网交换中
心和互联网三大国际出口之一，广州国际出口带宽超过
2000G，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互联网出口。全市三大通讯电
信运营商每天产生的数据达120TB，在商贸、港口、航
运、物流、海关、商检等领域的数据量均居全国前列。

著名媒体人杨澜认为，广州一直秉承风气之先，有开
放、创新的城市基因。古代广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铸就

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当代广州则以敢
为人先的勇气，成就改革开发前沿地的

探索。在一系列战略部署中，
广州找到了城市
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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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广州地方志

《杨澜访谈录》口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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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地方志新馆“城”展区“广州地理信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