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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新
论

时 代 是 思 想 之 母 实 践 是 理 论 之 源

《理论周刊》：佛山是历史文化名
城，文化底蕴深厚，您认为，像佛山这
样的工业制造大市要如何实现“产城
人文”深融合，实现文化赋能城市高质
量发展？

吴志才：佛山拥有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享誉世界的制造业名城、全国第

17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等特色坐标，这是佛山的城市实

力、文化魅力和产业活力的体现，这

更是佛山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佛山要不断做好顶层设计，深

化文旅融合，在做好“资源融合”的基

础上，推动“产业融合”向“区域融合”

迈进，以文旅融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

系创新，推动城市品质提升，促进全

域共兴。

一、资源融合：统筹城山江园打造
引擎

充分挖掘佛山“城、山、江、园”资

源，打造佛山文旅融合赋能城市发展

的重要引擎。一是激活佛山古镇、顺

德老城、千灯湖新城三座城的文旅动

能，联动促进岭南广府文脉的传承与

可持续发展。二是做大西樵山、皂幕

山、南丹山三座山的文旅产业集聚

区，着力构建“山上树品牌+山下兴

产业+环山振乡村”发展格局，打造

环西樵山文化旅游、环皂幕山乡村旅

游、环南丹山生态旅游三大产业圈。

三是美化西江、北江两条江的乡村文

旅产业示范带，加强水岸联动发展，

开发“水上西江”“水上北江”体验产

品，支持高明、三水分别打造西江、北

江会客厅，从而促进城市形象与品质

提升。四是打响桑园围文化公园和

顺德主题公园集群的品牌，全力构筑

岭南水乡文脉高地，建设大湾区高品

质文旅休闲生活目的地。

二、产业融合：培育新业态激发新
动能

深入整合新产业、制造业和服务

业等现代产业资源，培育佛山产业文

旅新兴业态，从而激发产业发展新动

能。一是“新产业+文旅”，主要发展

数字媒体、电竞文创、影视演艺等产

业，推进张槎新媒体产业园、三山电

竞产业园、西樵国艺影视城等一批文

创产业园区建设，构建沉浸体验空

间，拓展多维营销渠道，打造“网红经

济”。二是“制造业+文旅”，挖掘工

匠文化以及改革开放发展史，推动工

业泛家居、食品饮料、珠宝玉器、临空

智造与文旅融合，加强数字化建设、

新媒体营销以及创意设计水平，打造

一批有特色的示范园区、商品品牌和

精品游线，特别是要打响“有家就有

佛山造”IP，提升附加值。三是“服务

业+文旅”，通过创意设计、商务会

展、美食产业融入文旅，打造“两都一

展”，即世界美食之都、世界设计之都

和全国工业会展第一品牌，创新休闲

体验。

三、区域融合：协同城乡推动消费
升级

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在文旅融合

上的协同发展，进一步释放城市和乡

村的消费活力。一方面，提升城市品

牌形象。对内挖掘潜力，打造“两城

两都一水乡”，即世界功夫之城、博物

馆之城、世界美食之都、南方影视之

都、岭南魅力水乡；对外联动广州，开展

广佛全域同城化的文旅合作，共建“两

心一都一带一区”，即推动佛山与广州

共建世界岭南文化中心、世界商贸会

展中心、世界美食体验之都、湾区环

山度假产业带、国家文旅融合产业发

展示范区。另一方面，增强乡村文旅

效能。通过打造示范村镇、示范线路、

示范片区，“点-线-面”结合，推动乡村

文化、乡村产业和乡村消费深度融合，

进而实现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促进整

个佛山的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1月4日，中共佛山市委十三

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上首次提出要激活包括粤剧文化

在内的“十大传统文化”，要让传

统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擦亮

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近

日，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

划研究院院长、佛山市文旅体产

业专家咨询顾问吴志才在接受佛

山传媒《理论周刊》专访时表示，

佛山首次提出激活“十大传统文

化”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

要举措，更是佛山塑造与经济实

力相匹配的文化优势、推进产城

人文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

点。接下来，佛山在将这些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过程中，既要跳出“佛山”看

“文化”，也要跳出“文化”看“文

化”。不断做好顶层设计，深化文

旅融合，在做好“资源融合”的基

础上，推动“产业融合”向“区域融

合”迈进，以文旅融合赋能现代化

产业体系创新，推动城市品质提

升，促进全域共兴。

《理论周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文化力量不容小觑。您认为
佛山首次提出激活十大传统文化的意
义何在？

吴志才：佛山首次提出激活“十

大传统文化”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重要举措，更是佛山塑造与经济实

力相匹配的文化优势、推进产城人文

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具体

而言，有以下三大意义：

一是增强城市内生发展动力。

佛山“十大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

逐渐形成的，集结了佛山人民的思想

智慧。首次提出激活“十大传统文

化”，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润物细无声

的社会文化环境，起到凝聚人心、规

范行为、形成共同价值信仰的作用，

促进市民群众将“家乡情怀”转变成

“建设家园”的实际行动。另外，也有

助于“新”佛山人与“老”佛山人的心

理与情感、社会关系的交流与沟通，

从而增强城市凝聚力与内生动力。

二是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一直

以来，佛山产业、工业“硬”实力为人

所津津乐道，文化“软”实力则鲜为人

知。激活“十大传统文化”，将有助

于转变重物质经济建设轻精神文明

建设的局面，从而有效地促进守护

佛山记忆、传承历史文脉、彰显佛山

城市文化，发掘佛山的风土人情、文

化底蕴、创意成果等，让更多人“记

住佛山、来到佛山、爱上佛山”。同

时，也将使得文化与产业经济在良

性互动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

提升发展后劲，从整体上激发城市

发展活力、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竞

争力。

三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当

前佛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产业

基础既孕育出了家电、家具、陶瓷、

建材等万亿级的家居产业集群，也

形成了以珠宝玉器、创意陶瓷、工业

设计、影视、旅游等为代表的文化产

业。激活“十大传统文化”，将唤起

市民“集体记忆”，进一步坚定文化

自信，为产业经济发展带来“乘数效

应”。这将有助于巩固文化产业支

柱产业地位，促进打造数字文化引

领地、文化创意新高地以及文旅消

费示范地，也将有助于向全球讲好

佛山故事与对外招商引资，提升“佛

山制造”产品附加值。

《理论周刊》：您是如何理解佛山
这“十大传统文化”的？

吴志才：佛山“十大传统文化”的

提法，既联系历史实际又个性特色突

出，有利于更好地向湾区、向世界发出

佛山声音。主要有以下“四有”特征：

一有历史传承。佛山“肇迹于

晋，得名于唐”，崛起于明清时期，以

工商立市，以文化聚人，是“天下四大

镇“和“天下四聚“之一、岭南广府文

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之一，同时文化

精英辈出，如康有为、谭平山、詹天

佑、陈启沅等；清末佛山得风气之先，

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

一，改革开放以来“有家就有佛山造”

等 IP 逐步形成并誉满全球。可以

说，佛山是岭南人文之邦，粤剧文化、

龙舟文化、龙狮文化、美食文化、秋色

文化、祖庙文化以及工匠文化、忠义

文化等源远流长，这也是佛山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与支撑。

二有个性魅力。佛山地处广府腹

地，仍然在广府文化中展示出自身坚

韧而强大的文化生命力，成为粤剧、粤

曲、南派武术、南狮等起源地之一，陶

艺文化、美食文化等闻名遐迩，获评

“世界美食之都”、全国唯一的“武术之

城”、国内首个“中国龙舟龙狮运动名

城”等系列荣誉。另外，当前佛山深度

挖掘岭南广府文化，按照“宜融则融，

能融尽融”原则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争

当“传承岭南广府文脉领头羊”。

三有群众基础。佛山文化特性

就是融于百姓生活、重实践，具有“草

根”特质。粤剧文化、功夫文化、龙舟

文化、龙狮文化、秋色文化、祖庙文化

等“十大传统文化”就是在群众文化

的基础上孕育、发展形成，民间群众

基础十分雄厚。比如说功夫文化，咏

春拳、蔡李佛拳、洪拳等发端均与佛

山深有渊源，历史上黄飞鸿、梁赞、叶

问、李小龙等武术大师祖籍及师承在

佛山，且佛山武术已广泛传播至海外

很多国家。

四有产业支撑。佛山“工业”“产

业”硬实力与文化息息相关、共生共

荣发展。一方面，佛山拥有千年工业

历史，从明清时期手工业繁荣的“四

大名镇”，到近代民族工业的率先探

索，再到现代制造业建立完备体系，

形成了“有家就有佛山造”特色产业

IP，工匠文化则成为佛山文脉的独特

标识。另一方面，陶艺、美食、武术、

龙狮等文化在这片“沃土”上繁荣、创

新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佛山地方经济

特色的产业优势。

《理论周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
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您认为佛山接下来要如何去激
活“十大传统文化”，将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吴志才：近年来佛山深度挖掘特

色文化资源，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

与活化利用，在“文化与生活”融合、

“文化与产业”融合、“文化与公共”融

合等领域摸索出一系列好的经验和

做法。接下来，佛山激活“十大传统

文化”，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文

化保护活化与城市、产业、科技相结

合，从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看到湾区所需，合力共建人

文湾区。跳出“佛山”看“文化”，参与

共建人文湾区是佛山应有之义，要有

的放矢，紧扣“佛山个性、港澳青年、

国家 IP”三大重点，提供“佛山方

案”。一是讲好佛山故事，做大做强

广东（佛山）非遗周等平台，推动佛山

以功夫、龙狮、美食、陶艺等佛山“十

大传统文化”优势特色领域进一步深

化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二是建设

港澳青少年游学基地，围绕爱国教

育、国家历史、宪法和基本法以及佛

山“十大传统文化”等要点，打造一批

高水平港澳青少年游学基地和高质

量示范性游学产品，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乃至国际开展研学合作、交流展

览、活动举办等。三是探索国家文化

公园 IP 建设，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挖掘珠江口区域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发祥地、中国近代史开篇地、中国

改革开放先行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等历史，构建以记录新时代民

族复兴为主题的珠江口国家文化公园。

其次，瞄准佛山所向，做好三个结

合。跳出“文化”看“文化”，保护好传

承好粤剧文化、功夫文化、龙狮文化、

祖庙文化等“十大传统文化”，融入佛

山城市品质、产业升级以及科技赋能

发展进程中，从而推动文化的功能活

化和价值传承，保持优秀传统文化旺

盛生命力。一是与城市品质结合，将

佛山“十大传统文化”融入公共建筑

建设、城市空间布局、乡村环境整治

进程中，以打造大湾区标志性“岭南

文脉轴线”为重点，持续以“绣花”功

夫来延续城脉、文脉、商脉，提升建设

与运营管理水平，从而推动文城相

融、文乡相融。二是与产业升级结

合，整合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数字

文化、文化创意等产业，深化文旅融

合与跨界打造，延伸价值链与产业

链，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品

牌提升。三是与科技赋能结合，支

持科技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在佛山

“十大传统文化”的研发与成果转

化，开发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

新一代沉浸式体验型文化和旅游空

间与消费内容。
吴志才 华南理工大学旅

游管理系/旅游发展与规划研

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南理工大学数字乡村与文旅

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主任、

广东旅游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广东省乡村振兴与旅游

大数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现为教育部高校旅游扶贫

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广东

省“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首批

专家委员、佛山市文旅体产业

专家咨询顾问。主要从事全域

旅游与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与

减贫治理、数字乡村与城乡融

合等理论与应用研究。主持教

育部后期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

基金3项、广东省哲学社科重

大及专项课题10项，主持乡村

振兴和文化旅游实践横向课题

100 余项，发表学术期刊论文

和报刊理论文章近100篇，出

版《缔造世界级宜游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研

究》等专著和教材7部。

佛山要做好顶层设计 以文旅融合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创新4

既要跳出“佛山”看“文化”也要跳出“文化”看“文化”3

十大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四有”特征2

激活十大传统文化是佛山推进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1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刘蓉

推动“产城人文”深融合
让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佛山市文旅体产业专家咨询顾问吴志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