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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上南海”战略水人文

专项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推进“水上南海”建设，推动南海城产人文融合发展，3

月至 6 月份，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以“水上南海”战略实

施为主题，重点聚焦水人文专项工作情况，深入有关部门和镇街

开展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底，区委、区政府提出“水上南海”发展计划。2023

年 4 月，发布了《“水上南海”“城产人文”高质量发展战略》，围

绕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南海的 1 个总体目标，实施 5 大战略行动，

推动 15 项行动部署。2023 年，推动魁星阁风物美学空间、大湾区

音乐创演中心、龙舟水上游项目等 71 个“水上南海”重点项目完

成建设，大地艺术节持续出圈，打造“南海狮团”“南海龙堂”城

市文化 IP，深入实施南海文艺家驻村计划，实施“文产特派员”

制度，打造人文经济新形态。2024 年加快编制“水上南海”综合

规划和行动方案，并已梳理叠滘龙船基地等 62 个重点项目，推动

城产人文高质量发展。“水人文”作为“水上南海”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 5 大战略行动之一，提出了以“艺术提升计划、城市探访计

划、全民共创计划”三大计划为实施路径，探索以水文化为引领

推动经济创新发展和人文活力繁盛，并取得了较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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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艺术气息逐渐浓厚。一是博物馆之城建设卓有成

效。南海已建成博物馆 10 家，约占全市博物馆数量的 1/3，规模

和质量全市领先。其中广东大观博物馆、金融博物馆已启动国家

级博物馆申报工作。二是文体活动蓬勃开展。大地艺术节、南海

狮团诞、龙舟超级联赛、各类音乐节等文化惠民活动有序开展，

宋城广东千古情、K13 开心麻花十三月剧场等文艺项目投入运营，

得到群众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参与。其中首届大地艺术节邀请 15 个

国家和地区 134位艺术家创作 73个作品，吸引超 114万人次观看，

南海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 26 个必游地”之一，第二届大地

艺术节将沿桑园围水脉延伸至九江镇举办。宋城广东千古情截至

目前累计上演超 200 场，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九江夕阳音乐会

举办已达 20 场，每场人流超万人，不断融入乡贤文化、乐善文化、

夜间经济、咖啡营地等元素，品牌文化价值不断突显。三是文商

旅体有机融合发展。各镇街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形成了各具特

色、各有优势的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模式。如，桂城街道成立了艺

术商超联盟；九江镇将蚕房变成了党建阵地、网红餐饮、桑蚕体

验馆、儒林书屋、渔业孵化基地；西樵镇活化利用太平墟、平沙

岛、西岸片区的闲置空间激活优质资源；丹灶镇构建“户外生态、

户外运动、户外艺术、户外产业”四位一体的国际化金沙户外休

闲运动岛；狮山镇引入大型高端的演艺、音乐、体育赛事；大沥

镇持续推进“艺企同行”活动；里水镇不断丰富“梦里水乡”品

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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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文化品牌持续打响。一是岭南文化 IP 焕新“出圈”。

创新策划区镇村社四级联动的龙舟超级联赛，发布“南海龙堂”

IP，龙舟文化火爆“出圈”。端午期间南海“龙超”赛事活动火爆

出圈，各级媒体报道叠滘龙船漂移等南海“龙超”赛事 2800 篇，

央视总台报道超 80 次时长 172 分钟，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微

信等全网总浏览量超过 35 亿，叠滘龙船漂移再上《新闻联播》，

央视新闻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三大央媒史无前例同步直播叠滘

龙船漂移大赛。二是传统民俗节日焕新辉。广纳创意内容团队“共

创”参与，对传统民俗活动如乐安花灯会、官窑生菜会、烧番塔

等习俗活动进行焕新。三是文化探访体系创新推出。不断完善新

型年轻化城市探访系统“南海奇妙游”微信小程序，推出岭南少

年使者研学体系，通过研发设计以“游学、研学、大会”为体系

的文化课程，延展文化认同的层次。

（三）全民共创热情蓬勃迸发。一是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逐

步建立。丹灶镇在全市率先试点“文化产业特派员”，目前已引入

18 个文产特派员项目，如引入艺术家彭宇资源，升级打造罗行情

景式文化体验空间，引入向阳工作室落户金沙岛等。二是文艺家

驻村计划深入实施。九江镇广泛动员文联各级会员、文艺爱好者、

文体特长生回乡创业，招揽近 60 名乡土艺术人才参与乡村美学提

升。加快打造一批社区美学典范。三是青年发展工作有序推进。

如西樵山书院正开展青年文化市集、精彩夜校等工作，桂城实施

青年新演艺发展计划，举办全国首个官方发起的大型乡村体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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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电竞赛事，发挥青年人力量。

二、存在问题

（一）全面统筹发展的格局有待进一步完善形成。区部门之

间，区、镇（街道）、社区之间的联动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当前战

略工作尚未细化对应的领导工作小组，综合规划和行动方案尚未

编制完成。部分职能部门和镇（街）对自身工作定位和职责范围

不太明晰，对“水人文”更多地是理解成“人文”。

（二）文旅新质生产力有待进一步培育发展。一是文化数字

化助力文化传承创新力度不够。在运用数字化形式活化历史和展

现人文之美方面的水平仍需提升。二是新业态培育仍处于起步阶

段。部分镇文旅游资源点小而散，未能有效融合，缺乏统一规划

和系统管理，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和品牌影响的文化企业不多。

（三）群众高品质的人文素养有待进一步引导提升。一是文

化场所设施“建管用”水平不高。部分村（居）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利用率不高，缺乏管理人员。二是支持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

活动的政策不多。文化团体培育着力不多，提供给群众展演的空

间不多，部分村（居）出现“空心化”现象。

三、意见建议

（一）加强统筹谋划，进一步提升规划水平。一是加强顶层

设计。建议尽快组建“水上南海”战略领导工作小组，加快综合

规划和行动方案编制，进一步明确“水人文”专项工作的定义和

范围。完善横向职能部门之间，纵向区、镇（街道）、社区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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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明晰职责，加强对各镇（街道）申报“水人文”项目的指

导和审核力度，优先发展与“水”关联紧密的人文项目。如丹灶

镇南沙涌河道宽阔，非船舶通航密集水域，水面环境较好，自然

环境优美，通过充分安全评估和保障措施，可设置游船等水上休

闲项目开发文旅资源。二是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文化事业发展资

金管理和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实行竞争性分配经费机制。将文旅

类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充分利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资源。

开展文化人才内培外引计划，出台文化人才认定标准和评审办法。

（二）抓实文产发展，进一步把握文旅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

一是以新技术锻造文旅产业融合业态。以数据的产业开发与应用

助力文化传承创新以及赋能文旅公共治理能力提升。使用新技术

重塑文旅融合业态、落地场景，推动沉浸式演艺、数字文博、智

慧景区等文旅融合新业态的跨越式发展。二是以新产品适配文旅

市场新兴消费。把文化元素植入景区景点、嵌入美丽乡村,探索富

有特色的乡村旅游、特色农业、节庆演艺和研学旅游等发展模式，

打造一批区域性文化旅游走廊和线路。建议把“龙舟”文化作为

一项产业纳入发展规划，整合和活化各镇（街道）各具特色的龙

舟文化，探索发展涵盖龙舟制作、训练、文创、赛事等的产业链

条，形成全区龙舟产业发展互相呼应、百花齐放的局面。三是以

新人才焕发文旅产业发展活力。继续推动“艺企同行”计划，发

挥“文产特派员”制度优势，提供更具包容性、开放式的人文社

会环境。



— 6 —

（三）保障文化供给，进一步提升群众的人文素养。一是加

强公共文体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博物馆之城建设，丰富高端文体

场馆内容，整合提升村（居）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基层文体阵

地“建管用”水平。办好大地艺术节、南海区“艺术四季”等系

列高端文艺活动，完善实施流动文化进村服务、文化志愿服务。

二是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实

施南海文艺家驻村计划，着力增强村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引导

帮助村民组织活动。三是促进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发动企业家、

科学家、新乡贤等积极参与“水人文”建设，以赞助、捐赠、共

建等多种方式参与“艺术四季”群众文化活动、叠滘龙船漂移、

百村（居）篮球赛等赛事活动举办。

2024 年 7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