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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深圳的文化气息浓厚，享受文化服务、参与文化休闲、体验文化消费成为深圳市民的新选择。市民走出家门，参与到形式多样

的文体活动中，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文化年”。记者从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获悉，春节期间，深圳市共组织各类文体活动达 1255 项，其中市

级活动 251 项，区级活动 983 项。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的假日选择，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文化氛围。

“ 文 化 年 货 ”走 俏 鹏 城
本报驻广东记者 林 培

内容丰富的“文化年货”

为活跃节日气氛，深圳市文

体 旅 游 局 为 市 民 送 上 了 丰 富 的

“文化年货”。这些“年货”既有高

水平的高雅文艺演出，又有贴近

市民的群众文化活动；既有猜灯

谜、挥春等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又

有体现深圳本土特色的舞麒麟、

客家山歌、大盆菜等活动。据初

步统计，春节期间共有 1 万多名

演职人员参加各种演出，受益人

数达 170 余万人次。

春节期间，一系列内容丰富

的文艺演出、展览和文化民俗活

动在深圳上演。其中，专业文艺

团体、优秀群众性文艺团体和展

览场馆举办了超过 130 场的专题

音 乐 会、戏 曲 晚 会 等 文 艺 演 出。

这些文化活动，以深圳市属公益

文化场馆为龙头，以区文体中心、

文化广场为骨干，延伸到各街道、

社区、单位、学校、厂区和商业文

化广场，吸引了全市近百家民间

文艺社团参与，广泛服务深圳市

民群众和外来工。

其中，深圳粤剧团演出了《风

雨泣萍姬》等经典粤剧；深圳大剧

院举办迎春专场演出《魔法奇迹

秀》、儿童音乐剧《太阳花》等精品

演出；深圳交响乐团举办了管弦

室内音乐会；深圳音乐厅推出了

“美丽星期天”和“音乐伴你过大

年”系列新春关爱音乐会……深

圳 市 各 区 组 织 的 文 体 活 动 则 注

重活动的参与和互动性，开展春

节 游 园 、各 类 讲 座 和 培 训 活 动

210 个，吸引了众多群众参加，人

气极盛。

面向市民的“文化大餐”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家附近

的图书馆、文化馆等 文 化 场 馆 在

节假日期间仍然继续免费开放，

极 大 方 便 了 他 们 就 近 享 受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 今 年 春 节 举 办 的 大

部分文化活动均是面向基层、面

向群众，特别注重面向基层社区

和工业区，突出向基层市民和来

深圳建设者倾斜，力争体现公共

文化服务一体化的要求，实现文

化公平。

其中，新春关爱系列文化活

动 自 2008 年 春 节 以 来 已 连 续 举

办 6 届，极大地丰富了市民春节

假 期 的 文 化 生 活 ，尤 其 是 为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提 供 了 接 触 高 雅 文

化 艺 术 的 机 会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广 泛 好 评 。 今 年 的“ 新 春 文

化 艺 术 关 爱”活 动 共 举 办 演 出、

游 园 、挥 春 等 33 场 ，重 点 组 织

获 奖 节 目 进 社 区 、军 营 巡 演 ；

“ 流 动 大 舞 台”在 春 节 期 间 加 大

演 出 力 度 ，以 综 合 歌 舞 演 出 和

粤 剧 表 演 为 主 ，共 组 织 了 10 场

优 秀 的 文 艺 演 出 ，将 关 爱 和 温

暖 送 到 来 深 圳 的 建 设 者 身 边 。

在 春 节 期 间 举 办 系 列 文 化 艺 术

关 爱 活 动 ，让 留 深 圳 过 年 的 市

民 和 广 大 外 来劳务工享受到丰

富的艺术大餐。

节日期间，许多市民选择和

家人、朋友一起看电影。据了解，

春节黄金周，深圳市共放映 519 场

公益电影，其中 362 场公益电影全

部面向社区和工业区，为群众提

供了免费电影放映服务。

文化场馆成为活动主场所

如今，公共文化场馆成为广大

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

深圳图书馆、深圳书城俨然

成为爱书者的乐园。春节期间，

深圳图书馆为读者奉上了“全球

汽车博物馆图文展”“广州十三行

图片展”等多场文化活动，吸引了

许多市民来这里过个别具特色的

“ 文 化 年 ”，每 天 接 待 读 者 近 万

人。遍布深圳的城市 24 小时自

助图书馆，在节日期间更凸显了

方便快捷和不受服务时间限制的

优 势，借 书 量 比 平 日 有 增 无 减。

据统计，全市图书馆春节期间服

务读者 15 万余人次。

在深圳书城读者更是络绎不

绝，买书充电成为市民假日 消 费

的 新 时 尚 。 春 节 黄 金 周 期 间 ，

三 大 书 城 共 举 办 活 动 45 场 次 ，

接 待 读 者 33 万 多 人 次 ，销 售 额

近 552 万 元 ，均 比 去 年 有 所 增

长 。 其 中，中 心 书 城 开 展 了“ 除

夕 守 岁 黄 金 屋”活 动，许 多 深 圳

市民选择来中心书城，在浓浓的

书香中观看演出，共同守岁。书

城 还 举 办 了 中 华 民 间 手 工 艺

展 ，请 来 众 多 的 手 工 艺 人 为 市

民 表 演 拉 洋 片 、绘 糖 画 、捏 面

人、剪 纸、绘 京 剧 脸 谱 等 传 统 手

工 艺 ，让 都 市 人 领 略“ 老 年 俗 ，

新体验”的韵味。

深圳博物馆在春节期间正常

开放，除了常设展览外，“世界野

生 动 物 标 本 展”“ 玉 石 之 魂——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发

掘出土商周玉器精品展”等展览

让 观 众 看 到 了 难 得 一 见 的 世 界

野 生 动 物 标 本 和 商 周 珍 贵 玉

器。据介绍，深圳博物馆等文博

单 位 共 接 待 观 众 约 15 万 人 ，其

中市博物馆约 7 万人，一批文化

义工也加入到讲解队伍中，免费

为市民服务。此外，深圳美术馆、

关山月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等

美术场馆举办了一系列高水平美

术展览，吸引观众 5 万多人。

华南简讯

蛇年第一场潮剧让汕头戏迷过足瘾

本报讯 （驻 广 东 记 者 彭 海

霞） 2 月 15 日晚，汕头慧如剧场

乐韵悠悠，座无虚席，由广东潮

剧 院 一 团 演 出 的 潮 剧《春 草 闯

堂》在这里上演，这也是“潮剧大

观园·周五有戏”惠民演出活动

蛇年的第一场大戏，吸引了众多

潮剧爱好者前来观看。

改编自 福 建 莆 仙 戏 的 潮 剧

《春草闯堂》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和表演风格，改编至今，无论是出

国演出，还是国内的大中城市乃

至农村的巡回演出，均是久演不

衰。而“春草”一角，也一直是由

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扮演。此次

重新投排，“春草”一角由青年演

员蚁燕丹担纲。作为 潮 剧 院 崛

起的新秀，蚁燕丹对塑造春草这

一形象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对

角色的准确把握也使她的表演收

放自如。

潮剧惠民演出吸引了众多潮

剧爱好者。据了解，汕头市潮阳

区委、区政府还专门在今年第二

届迎春文化节组织安排潮剧免费

专场，邀请重点优抚对象、孤寡老

人、低保户、五保户等观看潮剧演

出，也同时免费向市民开放。

深圳画院打造中国版画研究平台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戴波）

深圳画院日前宣布 2013 年计划，

目前正在装修的深圳画院将于今

年秋天重新向市民开放，升级版

《中国版画年鉴》、“签约艺术家”

等项目将同时开展。

据 了 解 ，《中 国 版 画 年 鉴》

自 2005 年 落 户 深 圳 画 院 以 来 ，

已出版了 7 期。今年，计划将其

打造为中国版画研究、展览、收

藏 的 核 心 平 台 。 以 后《中 国 版

画年鉴》将更加重视史论研究，

旨 在 树 立 版 画 界 的 学 术 高 点 。

深圳画院还会对该年度的版画

展 览 进 行 排 名 ，为 业 界 提 供 清

晰 的 价 值 导 向 ，同 时 提 名 征 集

当年的版画优秀作品 100 幅，充

实图像资源库。

此外，在往年“客座艺术家”

制度的基础上，画院今年将推行

“签约艺术家”制度。去年底，深

圳画院与深圳本土 23 位优秀艺术

家正式签约，在未来两年内，这些

艺术家将享受到画院的艺术资

源，参与到画院的学术课题中。

据了解，画院新装开幕后第一个

展，便是这批签约艺术家与画院

画家一起组成的“院展”。

惠州：新春贺礼发文化惠民卡
本报讯 （驻 广 东 记 者 陈 一

锋） 日前，广东省惠州市举行了

文化惠民卡发放仪式，为重点优

抚对象、低保家庭、五保供养户、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群体及符合

条件的在惠务工人员赠送一份新

春文化贺礼。

此次惠州文化惠民卡发放数

量为 27500 张，发放对象及数量分

配具体情况为：低保家庭和五保

供养户 7194 户，一家一卡；重点优

抚对象 2396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3000 名；符合条件的在惠务工

人员约 14910 名，按照自愿申请、

摇珠或抽签、公示、发放的流程具

体实施。每年由政府补贴充值

200 元的文化福利卡，用于补贴有

关群体看电影、看电视（支付有线

电视费）、看书（购书）、看报（订

报）、看演出等文化消费活动。

15万市民观看广州塔音乐灯光秀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林培）

蛇年正月初一晚上，广州塔音乐

灯光秀取代了已有 18 年历史的民

间传统的珠江焰火晚会。18 万市

民观赏了这一独特的新型环保城

市塔音乐灯光秀。

据悉，广州春节焰火晚会自

1995 年开始，举办了 18 届。一年

一度的春节焰火晚会，给广州市

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为避免

焰火燃放对广州城区大气环境

的影响，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

方式，广州市决定从 2013 年起停

办春节焰火晚会。

广州市迎春花市节庆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主任黄南冰是音乐

灯光秀的主要策划者。他介绍，

18 年来焰火晚会几乎是全城关

注，因为环保低碳的原因，今年

春节取 消 了 焰 火 晚会。组委会

一直想在大年初一为全城的市

民提供一个免费欣赏的集体娱

乐活动，最后的突破口还是高空，

这样才能有更多市民能欣赏到，因

此城市制高点的广州塔、西塔落入

了策划者的视线。

组委会副主任谢海涛表示，

除了代替焰火晚会营造春节氛

围，还有一个考虑是全世界主要

城市跨年都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他们期待音乐灯光秀能够提升广

州特色的“年味”。

据了解，音乐灯光秀将延续

至 2 月 24 日，每 天 19 点 30 分 至

22 点整点及半点都有一次灯光

表演；其中年初一、初五、初七及

元 宵 节 4 天 每 隔 15 分 钟 有 一 次

灯光表演。

非 遗 文 化 庆 新 春
——广东怀集县民间艺术节侧记

本报驻广东记者 彭海霞 通讯员 谭扬汉

鞭炮响起来、锣鼓敲起来、群

狮舞起来、新年迎新彩……2013

年春节前夕，在广东肇庆市怀集

县体育中心，一场精彩的民间艺

术嘉年华在喜气洋洋、欢声笑语

中拉开帷幕。

龙鱼舞、火龙舞、春牛舞、竹

韵舞、壮狮舞、贵儿戏、凤舞等省、

市非遗保护项目和一大批富有岭

南特色的民间艺术珍品，在这里

竞相展现，为当地市民送上了一

场民俗文化盛宴。这是怀集县举

办的首届民间艺术节，艺术节汇

聚了全县 19 个乡镇 20 支民间演

出团队的 600 多名演员参加。

龙鱼舞、春牛舞等是怀集县极

富地方特色的民间歌舞。舞台上，

演员身穿黄色唐装，腰扎红绸带，头

戴红布捆边黄布巾，一人举龙珠，一

人举龙鱼，8人分别举金鱼、鲤鱼、青

衣鱼、虾和蚌，两人举日月灯，多人

举幡旗、彩旗，伴以锣鼓钹和吹奏

乐。“龙鱼出海”“龙鱼织壁”“鱼跃龙

门”“龙鱼入海”逐一生动呈现，组成

怀集凤岗镇最具特色的民间传统

舞蹈——省级非遗龙鱼舞。它展

现了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祥和景

象，以及人民同庆丰年的喜悦。

艺术节上，怀城镇的凤舞表演

颇为传神，惟妙惟肖。演员穿着黄

色的服装，一人举队旗，两人举彩

旗，两人在悠扬的鼓乐和唢呐伴奏

下舞凤，时而舞追逐、时而舞飞翔、

时而舞觅食，还有戏水、洁身等栩

栩如生的表演。表演者通过模仿

凤鸣九天的舞姿，展现了怀集县民

间舞蹈的丰富想象力。

省级非遗——春牛舞是怀集

县下帅壮族瑶族乡最具特色的民

俗舞蹈。在下帅乡，每当新春到

来之时，壮乡瑶寨的男女老少都

欢聚一堂，祝愿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春牛舞表现了农

夫在乡野田间牵牛犁田、载歌载

舞的情景。

民间艺术以朴质醇厚的民间

文化为基础，演绎着每个地域的风

土人情。除了各种怀集民间舞蹈，

在艺术节上，我们还看到了被列入

中国300多个地方剧种之一的贵儿

戏表演。在广东省13个剧种中，被

列为省级非遗的贵儿戏，堪称“土”

味十足的民间艺术。它是怀集桥头

镇特有的传统剧种，从清朝中后期

发展至今已经有近200年历史。贵

儿戏以锣鼓和唢呐，加上民间小调

的徒歌、粤语方言的道白，备受当

地人喜爱，每年春节及六月六的

“耍岩节”期间表演尤为活跃。

除 了 贵 儿 戏 、春 牛 舞 、龙 鱼

舞、凤舞等省、市级非遗项目参演

外，艺术节还演绎了各乡镇具有

地方特色的传统节目，如火龙舞、

彩鹿舞、孔子出巡、富杨七星灯、

八仙过西界、花棍舞等。

于 南 朝 宋 元 嘉 十 三 年（436

年）置县的怀集县，拥有丰富多彩

的民间艺术。它是古代海陆丝绸

之路的对接点、岭南地区重要的

文化走廊，还是六祖惠能顿悟成

佛地，素有“ 中国燕都”“ 中国禅

道”的美誉。如今，在广东建设文

化强省的大背景下，更成为广东

省实施“南粤锦绣工程”文化先进

县，桥头镇和下帅乡被评为广东

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怀 集 县 对 民 间 艺 术 尤 为 重

视。此次首届民间艺术节就通过

众多民间瑰宝的演绎，全方位展

现了怀集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

术 风 采 ，展 示 了 岭 南 文 化 的 魅

力。怀集县文广新局局长陈智旭

说，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

源于生活、贴近生活。举办民间

艺术节能让老百姓走得近、看得

懂，因此备受欢迎。怀集县将进

一步发掘、保护和发展好这些有

着广泛群众基础和旺盛生命力的

民间艺术精品，并申报非遗保护

项目，让民间艺术在基层农村开

花结果。不仅如此，还要号召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保护和传承民

间艺术中来，推动地方特色文化

的发展与繁荣。

农 历 癸 巳 年 正 月 初 一 上

午，我与文广新局班子成员一

起到江门市各公共文化服务场

馆与一线工作人员一起过年。

10 点整准时出发，先到五

邑图书馆。我心想，大年初一，

哪会有读者。不料去了之后发

现，在图书馆阅览大厅有一群

老年读者在读书看报。馆长告

诉我们，这些人是铁杆读者，今

天早晨还没开门他们就已经早

早在这里守候了。

之后，我们步行去江门文化

馆。途经古劳咏春拳会，大门上

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春温五

邑跃小龙”，下联是“咏赞武乡飞

大侠”，十分有趣，但还需斟酌。

江门是中国第一侨乡，人说“中国

华侨看广东，广东华侨看江门”。

江门下辖的新会、台山、鹤山、开

平、恩平5个县区俗称五邑，江门

五邑的常住人口 445 万，居住在

海外和港澳的同胞有将近 400

万人，一直有海内、海外两个江

门的说法。咏春拳的创始人梁

赞是鹤山古劳人，蔡李佛拳的

创始人陈享是新会京梅村人，

但将江门称为“武乡”似乎不太

贴切，应该改为“侨乡”。教咏

春拳的黄师傅，在我调到市文

广新局前已经在江门文化城体

育场安营扎寨了，此时正坐在门

口的茶台前泡功夫茶等着前来

练武的徒弟。

来到江门美术馆时，这里正

举办“五邑名人画展”，展出陈丹

青、黄云、黄新波等名家的画作，

水平很高，难得一见。在江门五

邑华侨华人博物馆里，游客们三

五成群、携老扶幼，正在品味江

门华侨漂洋过海艰苦创业、爱国

爱乡情系桑梓的感人历史。

江 门 粤 剧 团 已经外出演

出了。腊月里江门粤剧团在东

湖影剧院连唱了 6 天粤剧，免费

向市民发票，场场爆满。每次

演出到得稍晚一点儿，座位就被

人“霸占”了。一个个老粤剧迷

在这个时候根本不跟你讲道理，

说你另寻地儿吧。楼下找不着

座位，楼上也没有座位，只好坐

在过道的楼梯上看。

大年初一走鸿运，不走回头

路。返回途中，我们绕了点路，

从东华路上江华路，转水南路后

回到港口路文化城。一路上我的

脑海里过电影似地回想春节期

间精彩的文化生活，广播电视村

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乡镇文化站、村文化

室、农家书屋已经全部覆盖，送戏

下乡与送电影进广场、进工厂都

已经做了细致安排。有人演戏，

还得有人看戏，侨乡人民确实已

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自觉。

中
国
第
一
侨
乡
的
年
味

刘
利
元

大年初四（2 月 13 日），中国（顺德）首届小丑节在广东顺德长鹿农庄开幕，打扮成千奇百怪的小丑给游

客带来了不少欢乐与笑声。小丑节将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活动内容包括小丑扮演大赛、小丑大巡游、高跷

小丑等。 叶爱群 摄

深圳春节期间旅游入账近62亿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林培）

2013 年春节黄金周，深圳温暖如

春，成为度假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各大旅游景区迎来如潮的客流。

据深圳市假日办近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春节黄金周期间，深圳市共

接待游客 516.69万人次，同比增长

13.23%；旅游收入61.93亿元，增长

20.3%。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48.04

亿元，增长 21.92％；国际旅游收入

2.2亿美元，增长18.28％。

今 年 春 节 假 期 正 逢 深 圳 欢

乐 谷 15 周 年 新 春 庆 典 ，该 景 区

为 市 民 带 来 欢 乐 style 新 春 游 玩

大 礼 包 ，近 18 万 游 客 在 欢 乐 谷

体验了新春欢乐盛宴。在深圳

世 界 之 窗 ，“ 世 界 风 情 中 国 年 ”

主题活动洋味浓郁、年味十足，

受到游客好评。据统计，世界之

窗 7 天 共 接 待 中 外 游 客 26.8 万

人次，同比增长 55%。

据了解，深圳欢乐谷、世界之

窗、锦绣中华·民俗村、东部华侨

城、青青世界、野生动物园、海洋

世界、海上田园等各大景区均喜

迎开门红，春节黄金周期间，深圳

市 25 家景区共接待游客 373.12 万

人次，同比增长 68.8%。

春节期间，来深圳旅游的国

内 游 客 中 ，广 东 省 外 游 客 占

57.4%，省内游客占 42.6%。省外

游客中，来自广西、湖南、江西、湖

北、河南等省区的游客相对较多，

其中广西首次取代湖南成为来深

圳游客最多的省区。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

旅行网联合发布的 2013 年春节黄

金周人气排行榜，在出行人气城

市和到达人气城市方面，深圳市

均排名第四，出行人气排在上海、

北京、广州之后，到达人气城市排

名由第七上升到第四。深圳作为

国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

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祭孔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