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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继承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

化，不断铸

就中华文

化 新 辉

煌，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

强国。

乘着高质量

发展东风，开年以

来，江门全力做好新

时代“侨”的文章，文化

强市建设掀开春意盎然、

文脉飘香的新篇章，在促

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

打响“中国侨都”城市品

牌，充分展现了心怀“国之

大者”的侨都担当。

我们看到，启超故里

江门新会和清华大学南北

互动，传承梁启超先生家

国梦和好家风；主要在江

门拍摄的《狂飙》等影视剧

深受全国观众喜爱，“天然

摄影棚”绽放光芒；赤坎华

侨古镇等城市文化客厅聚

集人气，“侨”特色文旅品

牌持续火爆；侨批逐渐走

出“深闺”，被更多人熟知

……江门侨文化“出彩”又

“出圈”。

通过持续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侨文化这

颗古老而璀璨的明珠，从

过去闪耀到现在乃至未

来，在新时代大放异彩，在

现代文明进步中激起阵阵

回响；通过以文铸魂，赋能

发展，为江门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为共同谱写新时代文化强

省、文化强国新篇章贡献

侨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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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江门““天然摄影天然摄影
棚棚””的独特魅力远近闻的独特魅力远近闻
名名。。图为图为““五一五一””假期假期，，
各地游客来电视剧各地游客来电视剧《《狂狂
飙飙》》取景地长堤历史文取景地长堤历史文
化街区打卡化街区打卡。。

这里是大批影视作品的主要拍摄地

这里的特色文旅品牌很火爆

这里拥有两项世界遗产这里走出了一代先驱梁启超

来自江门新会的梁启超先生是
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
家、学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
物，其思想成就对当代中国依然有
着巨大的影响。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
考察梁启超先生旧居时，高度赞赏
梁启超先生的爱国情怀和优良家
风。先生在家乡人民心中有着崇高
地位和深远影响，他1902年首创

“中华民族”概念，1914年在《君子》
演讲中首次凝练出“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思想，对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贡献至伟。

前人的一生波澜壮阔，后人跨
越时间空间，传承梁启超先生的家
国梦和好家风。

连日来，江门举办了“梁启超与
中华民族”主题报告会、清华校友君
子文化传承发展活动、梁启超先生
专题展等多场主题活动，回顾先生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感受先生炙
热沸腾的爱国情怀，汲取先生百科
全书式的如海智慧，进一步深挖弘
扬先生的精神文化内涵。

侨都赋能，文化铸魂。这是“中
国侨都”江门心怀“国之大者”，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举措，也是全
力打响“启超故里”文化品牌，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化提升
“侨都赋能”工程的具体体现。

值得留意的是，从侨都到首都，
启超故里和清华大学多次南北呼
应，紧密互动。

4月22日，梁启超诞辰150周
年暨2023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
士生学术活动开幕，“梁启超与中华
民族”主题报告会在江门同步举
行。4月28日，清华校友君子文化
传承发展活动、梁启超先生
专题展开幕式分别在清
华大学和江门新会梁
启超故居举行，两场
盛会跨越空间，云
端连线对话，擦
出更多火花。

系 列 活
动在江门、
在粤港澳
大湾区、
在海外
华侨华
人中引
发 强 烈
反响。“这
次来到启超
故里，感觉这
里很棒！启超
文化是这个地方
独有的‘滤镜’，那
种源于文化的滋养

让人心生向往。”清华大学深圳校友
会副会长房蓉晖说，这样的盛会有
利于推广梁启超先生卓越的贡献，
将产生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影响。

“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
可量也”。今日之中国，正如梁启超
先生当年所愿，繁荣强盛。今日之
启超故里，传承先生之精神，是一座
充满活力的“少年之城”，生机盎然、
欣欣向荣。

年初播出的电视剧《狂飙》深
受全国观众喜爱，作为该剧主要拍
摄地的江门，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流连
于长堤河畔、穿梭于骑楼老街，感
受江门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

当线上流量转为线下流量时，
如何以此为契机经营城市形象，让
城市能持续一直“红”下去？江门以
出台“10个工作意见”、打造“10张
城市名片”为抓手，深化宣传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宣传高质量发展。

这“10张城市名片”包括：岭南
心学的发源地、启超文化的诞生地、
世界遗产的代表地、影视资源的富
矿地、华侨文脉的传承地、国际
传播的示范地、文明形象的展
示地、数字赋能的先行地、文
化创意的新高地、文旅融合
的标杆地。这正是江门
深入解决“网红”如何转
化为“长红”的关键点
和方法论。

江门是名副其

实的“影视资源的富矿地”。从近代
到现代，从现代到当代，都可以在江
门找到属于它的年代感，再加上山
海江湖俱全的自然资源，江门自然
成为南粤大地不可多得的“天然摄
影棚”，《让子弹飞》《一代宗师》《狂
飙》《亲爱的》《除暴》等大批影视作
品，都把江门作为主要拍摄地。

从电影先驱黎民伟、早期著名
演员林楚楚、中国第一位影后胡蝶，
再到刘德华、周润发、梁朝伟、甄子
丹、谭咏麟、林子祥、黄百鸣、李克勤
等影视歌明星，都来自侨乡江门。
据不完全统计，祖籍江门的港澳影
视娱乐明星有120多位。

侨都“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
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今年以来，
影视作品《怒火12小时》《不可告人》
《读心神探》《夏日之恋》等陆续在江
门开机拍摄，《全力以赴的行动派2》
节目组近日也来到江门取景拍摄。

“江门台山的美术资源与影视
资源非常难得，骑楼上的苔藓斑驳
呈现的年代感，是影棚搭建不出来

的。”电影《怒火
12小时》监制王
冠秋说。

更让人
振奋的是，
侨乡电影，
内 生 动 力
在 激 荡 增
长：江门首部
原创侨乡题材
院线电影《故园
飘梦》拿到电影公
映许可证，实现零的
突破，并于5月14日试
映。这是江门出品的首部原创院线
电影，填补了多年来华侨电影题材
的空白。

当前，江门正紧张筹备影视产
业高质量发展宣传推介系列活动，
通过政策引领、宣传推介、资源对
接，深挖影视资源富矿，推动江门从

“天然摄影棚”向影视创作“梦工场”
转化，奋力打造大湾区影视拍摄著
名取景地和后期制作基地。

4月2日，省委书记黄
坤明到江门市调研时指出，

要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更
好延续侨乡文脉，加快建设华

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以侨
为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华侨

华人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更好赋能
江门高质量发展。

“侨”是江门这座城市最独特的
城市名片，也是迈入“大湾区时代”
后，江门最重要的城市基因。随着
文旅产业强劲复苏，侨博馆、开平碉
楼与村落、赤坎华侨古镇等颇具

“侨”特色的文旅品牌持续火爆。
全新的侨博馆今年初面向公众

开放，迎来众多观众参观。截至目
前，累计进馆超12万人次。

“这是一幅反映江门人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的历史画卷，我从中感
受到了波澜壮阔的华侨华人奋斗

史。”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总会会
长陈文添说。

走进位于江门开平市的自力
村，有着“万国建筑大典”之称的碉
楼屹立于稻田之间，如同忠诚的卫
士守护着一方乡土，游人沿着田埂
络绎到访。碉楼内部陈设保留百年
前的风貌，生动再现当时的生活场
景，也承载着侨胞爱国爱乡、造福桑
梓、开放兼容的精神内涵。

与之相隔十几分钟车程的赤坎
华侨古镇，今年初开门迎客，节假日
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有如走进电影
世界。除了可以游览古香古色岭南
风情的骑楼和碉楼，游客还可以体
验有轨电车环绕景区，充分领略侨
乡古埠的市井生活风貌，品尝侨乡
美食。

“随着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渐浓，仅是打造旅游景观，已经无

法满足需求”，赤坎华侨古镇副总
经理朱元旻说，“我们深耕‘文化+
演艺’创新，结合文化、创意、互动
等表现方式，将赤坎华侨古镇这座
百年历史老城的全新面貌呈现在
游客面前”。

未来，赤坎华侨古镇将打造为
集岭南文化、华侨文化、乡村文化、
休闲文化于一体的展示平台、在广
东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文旅新
地标、全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的重点项目和典型范例、传播中华
传统文化的新载体。

历史是地方文化的灵魂。在城
市更新上，江门注重挖掘和保护历
史文化，既彰显一方情怀、传承历史
文脉，同时也提升创新文化产品供
给、培育地方发展新动能，擦亮侨乡
文化金字招牌，更好地实现“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

江门是全国少有、广东唯一同时拥有两项世界遗
产的城市：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和世界记
忆遗产“侨批档案”，是侨乡历史文化的生动见证。

江门不仅将碉楼、古镇和骑楼这些拥有厚重历
史文化底蕴的建筑与文旅产业相融合，还着力推动

“一纸情长”的侨批实现创新表达，让侨批逐渐实现
从“养在深闺”到“全国网红”的转变。

4月25—26日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五邑
大学联合推出的原创音乐诵读剧《侨批·中国》再次
亮相江门演艺中心侨都大剧院，成为江门深入推进
文艺精品项目深度创作，实施“揭榜挂帅”行动的首
批成果之一。

连续两晚的展演，让观众在侨批诵读者的声音
中体会那一份份深沉的爱，在戏剧情景的演绎中一
同踏进那寻找曙光的年代。市党员教育服务中心党
员陈艺锋说：“节目很有艺术感，入心入脑，让我们在
情景演绎中领会华侨爱国精神”。

这只是江门保护活化利用侨批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江门宣传文化系统通过创新表达，创造

性地用舞台艺术再现华侨群体与家国命运交织的故
事和历史，创新推出舞剧《侨批·家国》、诵读剧《侨
批·中国》、歌曲《一纸情长》……让侨批文化融入时
代，走进大众视野，让年轻人能接受、愿接受。

用优质文化产品不断丰富广大市民的精神生
活，为海外侨胞认识侨乡文化、感悟中国精神提供重
要的滋养，成为江门一项重要使命担当。

5月13—14日晚，由江门市委宣传部、中国歌剧
舞剧院、鹤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音乐剧《侠影·
咏春》在北京精彩上演，从侨都到首都，传承发扬咏
春精神，收获一致好评。央视《晚间新闻》还对该音
乐剧进行了报道。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侠影·咏春》以文
艺创作力量讲好江门故事、广东故事、中国故事，是
与时俱进增强“中国侨都”城市文化品牌生命力和影

响力的积极实践。“用音乐剧这一艺术形式，讲
述真诚动人的中国故事，相信可以让鹤山
梁赞咏春拳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
及其彰显的精神价值，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诸葛
燕喃说。

一次次实践证明，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侨乡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能涵养城市气质和底蕴，还
能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接下
来，江门将扛起弘扬侨文化时代重

任，坚持创意创新赋能，培育壮大全
链条侨乡文化产业，为全力打造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综合实
践区，奋力构建新时代侨都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2021年4月，“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
银信（侨批）专题展”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2021年5月，“侨批中的党史”大型系列报道启
动，成功挖掘一大批侨批中的党史故事。

◆2021年7月，“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银
信（侨批）专题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

◆2021年7月，“侨批中的党史”学术研讨会在广
州召开。

◆2021年10月，原创舞剧《侨批·家国》在广州首
演，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点赞。

◆2021年12月，原创诵读剧《侨批·中国》在江门
演艺中心侨都大剧院成功首演。

◆2022年4月，音乐剧《小鸟天堂》在北京三天连
演五场，引发强烈反响。

◆2022 年，江门启动红线女粤剧艺术作品《碉
楼》复排工作。

◆2023年，江门依托侨博馆、五邑华侨广场、院
士路及周边区域所形成的“侨都文化”城市氛围圈，
设置侨批文化长廊。

◆2023 年 4 月 15 日，“回到《金墟》故事发生地
——赤坎”系列活动在赤坎华侨古镇举行。

◆2023年4月25—26日晚，《侨批·中国》再次亮
相江门演艺中心侨都大剧院。

◆2023年5月13—14日，音乐剧《侠影·咏春》在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成功上演，收获一致好评。

江门举办多场梁启超先生诞辰江门举办多场梁启超先生诞辰
150150周年主题活动周年主题活动，，在江门在江门、、在粤港在粤港
澳大湾区澳大湾区、、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引发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引发
强烈反响强烈反响。。图为梁启超先生后人参图为梁启超先生后人参
观梁启超先生专题展观梁启超先生专题展。。

江门是中国江门是中国
著名侨乡著名侨乡,,更是侨更是侨
批保护研究的前批保护研究的前
沿重镇沿重镇。。图为侨图为侨
批文物批文物。。

江门行动

赤坎华侨古镇今年初开门迎客，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客
厅。走进其中，可以感受古香古色的岭南风情，颇具侨味。

赤坎华侨古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