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喜欢戏曲进校园活动了，我们
穿上戏服，学习下水袖、翻水袖动作，感
觉很有趣，希望以后能深入学习这门艺
术！”台城二小学生许可晴高兴地说。

近年来，台山积极举办戏曲进校园、
戏曲进乡村、“平语春联”进万家、“传唱
台山”台山原创音乐大赛、“爱曲艺·爱台
山”曲艺大赛、书法进企业等活动，让优
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也令人民
群众的文化自信心明显增强。

这十年，台山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和台山地域文化研究传播，努力
培育台山广东音乐等品牌，相继组建台山
广东音乐团、台山少儿广东音乐团，建立
18个非遗传承基地，依托传承基地定期
组织传承人开展培训，培养后备人才。台
山结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积极探索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模式，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方式，聘请台山籍名家回乡交流指导，组
织民间艺术团前往北京、广州、深圳及港
澳地区开展学术交流和展演。

通过努力，台山市民间艺术与文艺
创作工作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本土作者
积极挖掘地方特色题材，创作了上百个
具有地方代表性并获国家、省、江门市级
奖项的优秀作品，台山也出现了一批“宝
藏”传承人。曲艺协会前会长刘英翘被
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广东音乐的代表性传承
人；戏剧协会会长伍小梅被评为第二批
台山市级非遗项目“台山曲艺”传承人。
2016-2022年上半年，台山市文艺工作
者获国家级奖项25人次、省级奖项85人
次、江门市级奖项150人次。

文化遗产是一座城的底蕴与内涵，
十年来，台山不断深挖城市文化内涵，挖
掘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资
源，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
定、申报和保护等工作，不断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目前，各级非遗名录由2012年的14
项发展到2022年的36项，其中国

家级2项、省级3项、江门级
19项、台山市级12项。非
遗传承人由 2012 年的 5
人发展到目前的77人。

为了做好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台
山在“台山侨墟”“文
化遗产”的调查方面下
足功夫夫。十年来，台
山对全市 17个镇（街）
上千个村落近百个侨墟

开展各类文化遗产及建筑
调查，共计调研台山市不可

移动历史文化遗产2641处，形
成《台山侨墟调查报告》《台山市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调查成果》，截至目前，
台山有不可移动文物420处（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46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3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
可移动文物9392件。2022年，大洲湾
遗址及“南海 I号”沉船入选“广东省十
年十大重要考古发现”、“南海I号”沉船
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台山
侨墟与洋楼游径等6条历史文化游径入
选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遗产历史游径。

●2021年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中，台山在全省9个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中排名第一

●2021年广东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年度测评中，在全省参测的9个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中，台山排名第一

●累计创建全国文明单位1个，广东省文明单位3个、广东省文明村镇5个、广东省文明校园先进学校2所，培育全国文明家庭1户、广东省文明家庭1

户，推荐获评“中国好人”3人、“广东好人”8人、“江门好人”49人，评选出县级以上“身边好人”、道德模范245人，“新时代好少年”456名

●多项公共文化服务指标继续保持在全省、江门市前列，每万人公共文化场馆面积由2012年的962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1260平方米

●各级非遗名录由2012年的14项发展到2022年的36项

●非遗传承人由2012年的5人发展到目前的77人，2019年，刘英翘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广东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
●2016-2022年上半年，文艺工作者获国家级奖项25人次、省级奖项85人次、江门市级奖项150人次

这十年，台山文化建设硕果累累

高品质文化供给为百姓生活添彩
2012 年 5 月，

台山市正式启动广
东省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2016年 1月，
台山市获得“广东省
文明城市”称号；
2018 年 2 月，台山
市进入“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行列；
2020 年 1 月，台山
市入选2021-2023
年创建周期“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名
单。今年，台山市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传
来喜讯——2021年
全国文明城市年度
测评中，台山测评成
绩在全省 9个全国
县级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中排名第一；
2021年广东省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年度测评中，在
全省参测的 9个县
级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中，台山以优异成
绩排名第一。

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党
的十八大以来，台山
市不断探索、深化推
进文化建设工作，持
续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推动文明城
市建设工作走深走
实，以文明擦亮城市
底色，让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断变
为现实。

文化台山，共建
共享。从书香氤氲
的图书馆，到精彩纷
呈的文化惠民演出，
再到遍及乡村与社
区的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这些绚
丽多姿的文化风景，
展现了台山丰硕的
文化发展成果，吹拂
起台山人踏歌逐梦
的文化春风，提升了
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无论是实现个人价值，还是
为国家社会贡献力量，都需要不懈
奋斗。作为当代青年，我们要将自
己融入奋斗潮流中去，努力创造价
值、贡献力量，开创自己的新时
代。”在一场新青年对话老党员寻
访活动中，在听了台山市第二届最
美退役军人伍业强30多年的创业
故事后，台山青年干部张青云感慨
道。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
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
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永
恒的课题。

十年来，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过程中，台山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走深走心走实，多措并举推动精
神文明建设，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常
态化、规范化，举办丰富的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为群众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满足群众多层次、多
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精神文明
之花在侨乡大地上绚丽绽放。

文明城市既要光鲜的“外表”，
更需要坚强的精神“内核”。台山
是全国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试点单位。近年来，台山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
级组织体系全覆盖优势，抓住“侨”
味、“乡”味、“趣”味、“情”味，广泛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海内外台
山人的家国情怀。创新搭建“传承
网”，打造“大思政课”新格局，编织
青少年成长摇篮，厚植爱国情怀，
赓续红色血脉；严谨织密“宣讲
网”，构筑群众精神家园，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为主体，组
建特色宣讲团28个，用贴近群众的
语言把革命故事、红色故事、身
边故事中蕴含的党的理论政
策讲透；无限拓宽“阵地
网”，搭建百姓风采展示舞
台，打造“‘党旗号’海上流
动讲堂”“红色讲堂”“老兵
讲堂”“榕树讲堂”“渔港讲
堂”“田间课堂”“土话课
堂”等宣讲特色品牌。

“现在台山的文化活动
越来越多，孩子平时积极参与
红色故事演讲比赛，不仅锻炼了
胆量，也加深了对台山红色历史的
认识，坚定了理想信念，充满了学
习动力。”台山市东晖小学学生雷
霈萱的妈妈说道。

十年来，台山扎实推动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全市文明
氛围浓厚，取得了喜人的成效。据
统计，截至目前，累计创建全国文
明单位1个，广东省文明单位3个、
广东省文明村镇5个、广东省文明
校园先进学校2所，培育全国文明
家庭1户、广东省文明家庭1户，推
荐获评“中国好人”3人、“广东好
人”8人、“江门好人”49人，评选出
县级以上“身边好人”、道德模范
245人，“新时代好少年”456名。

“作为侨乡中的侨乡，台山果然是
名不虚传，连侨刊乡讯都有专属的藏
馆，侨刊记录了家乡多年来发生的变
化，像一本‘家书’，勾起了我的回忆，感
到心里暖暖的。”自台山市侨刊乡讯文
献中心建成对外开放后，市民甄务茶成
为这里的“常客”，常常为这个藏满“家
书”的中心点赞。

2022年，江门首个“公共文化+政
务服务”一体化智慧图书馆、台山首个
侨刊乡讯文献中心分别设在台山市行
政服务中心和台山市图书馆建成并投
入使用，这标志着台山县、镇、村三级公
共文化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实现多项公
共文化服务指标继续保持在广东省、江
门市前列，每万人公共文化场馆面积由
2012 年的 962 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
1260平方米。

台山拥有“中国第一侨乡”“内外两
个台山”之美誉，同时也是全国著名的

“文化之乡”，先后获得全国文化先进
县、“中国曲艺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广东省民间飘色艺术传承基地”等
称号。

如何结合本地资源特色，将人民群
众需求的、渴望的与城市建设发展相统
一，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文化硬
件，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
展？

十年来，台山不断加强公共文化
配套设施建设，让基层文化设施服务
日益完善，服务网络遍布全市各镇街，
全市拥有1个国家一级文化馆、1个国
家一级图书馆、1个省特级文化站、16
个省一级文化站。如今，在台山城区，
建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
书画院、影剧院、杨善深美术馆、石化
文化广场及华侨文化博物馆等多个公

益性公共文化设施；走进各镇
街，也能看到镇一级的农

耕文化博物馆、银信博
物馆、海丝博物馆等
文化场馆。全市更
是建成了317个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7 个 2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馆 、6 个“ 粤 书
吧”、8个“全民共
享阅读图书角”、18

家博富“悦读馆”、17
个镇（街）的文化馆（图

书馆），在2021年，台山市
“政企合作共建乡镇图书馆

——汶村自助图书馆项目”获评2021
年度广东省公共服务优秀案例。

举目已觉千山绿，宜趁东风马蹄
疾。台山汇聚各方合力，让全市人民乐
享文化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逐年实现城
市品质趋优向好的良好局面。近年来，
台山率先建设“台山好人馆”，全景展示
好人事迹，并依托石化公园、台山高铁
站打造“好人主题公园”“好人长廊”，让
市民群众方便、快捷享受优质公共文化
硬件资源，为“文明之城”增添温暖底
色，以“小细节”彰显爱心，以“硬配套”
提升城市魅力。

“在这里生活，除了感受到台山市
委、市政府的关心关怀，还感受到侨乡
人民的热情友好，这里充满了暖暖的人
情味，台山也是我们的家。”回忆起今年
春节前夕参加的“到咱家过年”活动，江
门航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皮凌云
心里仍是暖暖的。

政府主导，为百姓送“精神食粮”，
这是台山文化惠民落到实处的生动写
照。为精准地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贴
心关怀，今年，台山市文明办发动多部
门陆续开展“到咱家过年”“到咱家过
节”等暖心活动，本地干部、职工邀请非
台山籍干部、职工到家里过年（节），共
享温情。近年来，台山以人民群众的需
求为导向，按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统
一部署，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与“暖心台
山”品牌打造相融合，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依托33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地、359支志愿服务队，开展关爱空巢
老人、关爱留守儿童、爱心义剪、“每日
播报”“快乐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逾
20000场次，以各类型丰富的特色文化
惠民活动凝聚民心，让市民群众真切感
受到文明和谐社会的温暖和生活的幸
福。

十年来，除了文化硬件设施逐渐完
善，台山配套的文化服务与关怀也逐渐
升级。台山市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供给，以更精
准优质的服务，让文化服务更有人气、
有热度，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广泛共享。
在艺术创作方面，也获得了丰硕的成
果，先后打造了以元旦文化嘉年华、春
节系列文化活动、中国南粤古驿道文化
之旅——台山海口埠嘉年华等为代表
的100多项特色群众文化活动，创新举
办了“非遗四进（进景区、进乡村、进校
园、进社区）”“高雅艺术进景区”“草坪
稻田音乐会”“非遗展演”等文旅融合活
动，推动旅游和文化的共同繁荣。

十年来，台山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累计举办书画展、文博展
览、公益讲座等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600多场，文艺惠民演出近
500场，馆藏书籍从2012年
的26万册增加到2022年的
47万册，组建台山市旗袍
队、华侨文化志愿讲解员
队伍、文艺下乡小分队等团
队，每年为侨乡群众奉上多
姿多彩的文化盛宴。“汶村镇
的书画文化、书院文化底蕴
十分深厚，从小朋友到老人家，
都热爱书法。我们要努力做好传
承，坚定文化自信。”“经常举行传承
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用书法书画的方
式表达对党对国家的爱。”来自汶村镇
的甄英锐、曹德平是书法爱好者，他们
点赞了经常举行的文化惠民活动。

享受文化“盛宴”已成为越来越多台
山人的生活习惯，市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也
慢慢改变……“在台山，选择周末休闲放
松的方式有很多种，近年来，我们除了可
以到各镇街看美景、尝美食，还能参加丰
富的文化主题活动，到博物馆参加红色演
讲、到书画馆学习本地特色艺术、到文化
馆看粤剧。”市民甄盈盈告诉记者。

台山文化建设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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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智慧图市民在智慧图
书馆体验电子阅读书馆体验电子阅读
设备设备。。

居民服务中心居民服务中心
设施完善温馨设施完善温馨。。

今年今年66月底月底，，台山市举行台山市举行““喜喜
迎二十大迎二十大 粤乐颂党恩粤乐颂党恩””台山市庆台山市庆
祝祝““七一七一””广东音乐专场音乐会广东音乐专场音乐会。。

台山市台山市““政企合作共建乡镇图书馆政企合作共建乡镇图书馆
———汶村自助图书馆项目—汶村自助图书馆项目””获评获评20212021
年度广东省公共服务优秀案例年度广东省公共服务优秀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