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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在 盐 田 区 迎 来 建 区 15 周

年的历史性时刻，深圳市委、市政府寄

望盐田强化科学发展意识，在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上走在前列；强化特色精品意

识，在现代化、国际化城区建设上走在

前列，建设成为深圳版图上凸显盐田特

色的海滨城区。美丽盐田不负众望，以

实际行动描绘“新品质新盐田”。这其

中最有力的实践便是盐田区文化产业

的跨越式发展。

2012 年 7 月 落 户 盐 田 的 盐 田 国 际

创意港是盐田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

一项重要行动。盐田区把文化产业纳

入全区产业资金重点扶持内容，2011 年

制定并实施《盐田区产业发展资金管理

暂行规定》等六项制度，重点扶持建设

了 盐 田 国 际 创 意 港 等 文 化 产 业 园 区 。

这个集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工业设计

特色学院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园，肩负

着助推盐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它以

“文化+电商”的新业态模式成为文化产

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成为盐田文

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性突破口。

2013 年 深 圳 文 博 会 期 间 ，盐 田 国

际创意港建成并正式开园。作为盐田

区破题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以及

典 范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盐 田 区 国 际

创意港被赋予了带动辖区其他老旧工

业 区 转 型 升 级 的 重 要 使 命 。 一 年 来 ，

通 过 工 业 区 改 造 升 级 和 资 源 推 广 ，创

意港首期 3.5 万平方米物业实现了“腾

笼换鸟”，曾经遍布在工业区的各种服

装 、印 刷 等 中 低 端 劳 动 密 集 型 企 业 均

已 不 见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各 式 各 样 的 文

化创意和电子商务企业。 如今，创意

港 已 初 步 建 成 了 全 国 首 个 集“文 化 创

意、电子商务、工业设计特色学院”三

位 一 体 的 复 合 型 产 业 园 ，形 成 了“ 设

计+电商”“学院+园区”的模式，实现

了 学 业 、就 业 、创 业 的 无 缝 对 接 。 目

前 ，盐 田 国 际 创 意 港 吸 引 了 包 括 伊 莱

克斯、凯瑞姆、浪潮科技、婴百佳、天涯

社 区 等 70 余 家 企 业 的 成 功 入 驻 ，“ 文

化+电商”双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新的

产业形态累计吸引、导入、聚集文化电

商高端人才 1000 多名。

盐 田 国 际 创 意 港 以 高 品 质 、高 端

化、高效益为目标，成为盐田区产业转

型 升 级 的 重 大 项 目 ，不 仅 对 盐 田 区 意

义 重 大 ，而 且 也 对 深 圳 市 的 发 展 有 重

要意义。正如盐田区委书记郭永航在

盐 田 国 际 创 意 港 的 签 约 仪 式 上 表 示 ，

盐田国际创意港项目既是产业发展项

目 ，又 是 社 会 民 生 项 目 和 城 区 建 设 项

目，既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又有利于

改善城区功能结构。

如果说盐田国际创意港是盐田文

化产业 转 型 发 展 的 破 题 项 目 ，那 么 盐

田区黄金珠宝产业则是该区文化产业

转型升级的又一支中流砥柱。经过 26

年 的 发 展 ，盐 田 珠 宝 黄 金 产 业 厚 积 薄

发。盐田这片“黄金海岸”聚集了全国

销 量 最 大 的 品 牌 经 营 企 业 周 大 福 ，以

及知名品牌企业谢瑞麟、劳伦斯、金至

尊、东方金钰，行业领军企业百泰、粤

豪、同晖、东丰、星辉行，铂金领域做工

最精的企业金利、龙嘉等。以 2011 年

为例，进入“深圳市工业百强企业”的

黄 金 珠 宝 企 业 有 10 家 ，其 中 5 家 注 册

地在盐田。2013 年，盐田区 21 家规模

以上黄金珠宝企业完成产值 583.62 亿

元。如何在现有的产业规模基础上实

现新的产业腾飞？盐田区政府给出了

转型升级的答案。盐田区政府 2014 年

二 号 文《关 于 加 快 黄 金 珠 宝 产 业 转 型

升级的决定》明确指出，2014 年将作为

黄金珠宝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年”，

利 用 3 年 时 间 ，力 争 把 盐 田 初 步 打 造

成在国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黄金珠宝

总部企业集聚地、高端绿色制造基地、

珠宝文化创意设计高地和时尚消费引

领地。

“日出沙头，月悬海角”。海是论及

盐田不可能绕过的话题。19.5 公里长

的海岸线是大自然的馈赠。近年来，盐

田区以一个“近海人”的姿态，努力向

“亲海人”转身。正因为如此，盐田区有

了已经举办 7 届的“海洋文化论坛”，有

了海纳百川的海洋文献馆和多年走出

深圳的“古代海图展”，有了即将竣工的

“海洋文献特色图书馆”，有了每年一届

的“沙头角鱼灯节”，有了大梅沙国际水

上运动中心，有了屡获殊荣的盐田帆板

队，有了万人狂欢的沙滩音乐节和大梅

沙国际风筝节，有了众人竞技的沙滩排

球赛，有了“镶嵌在岩石和海浪中”的海

滨栈道，有了“中国（深圳）国际游艇及

设备展览会”，有了盐田海鲜食街……

2013 年 2 月，盐田区沙头角鱼灯舞表演

队还远赴悉尼，参加“欢乐春节”悉尼中

国农历新年庆典活动。

盐田区明白，以蓝色为基调的海洋

文化是文化盐田的血脉所系。因此，盐

田区一直紧握海洋文化之魂，并以“建

设 国 际 化 现 代 化 先 进 滨 海 城 区 ”作 为

“十二五”发展目标。盐田区的海洋文

化品牌特色已经渐渐凸显。在自 2007

年就开始举办的海洋文化论坛上，盐田

聚众思，广众意，广邀国内文史地理、海

洋学、图书情报学专家学者，纵论海洋

与人类的关系，探索海洋图书与文献建

设，探讨海洋文化的命题，寻求近海之

城的亲海之策。从首届“海洋图书与文

献”的主题，到之后的“海图与世界观”

“航母论剑（舰）”“粤港澳海洋经济文

化历史与未来”“追寻深圳海洋梦”等，

海洋文化论坛的视野一次比一次拓宽，

盐田建设海洋文化的思路一次比一次

清晰，并一步步把构想变为现实。2008

年揭幕的海洋文献馆便是盐田区建设

海洋文化有力的证明。

建 区 16 年，盐 田 的 发 展 定 位 与 战

略从来离不开海。从建区伊始建设“现

代化旅游海港城区”，到 2011 年底“全

面打造‘新品质新盐田’，加快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先进滨海城区”的战略目标，

我们看到，海是品质盐田发展之本，它

能为盐田挥洒出一幅绚烂的“蓝”图。

而海洋文化则是文化盐田版图中抹不

去的一片深蓝。

在盐田，有一段红色的历史，它血

染着革命烈士的风采。在盐田，还有

一段黑色的历史，它辛酸地记载着一

个国家的悲欢荣辱。这两段历史是盐

田的，更是中国的。

那段红色历史是发生在 110 余年

前的庚子首义。那一年，1900 年。在

孙中山的领导下，无数肩负“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使命的义士，大义宣誓

“剑起灭匈奴，同伸九世仇，汉人边处

立，即日复神州”，虽然革命最后以失

败告终，但为辛亥革命谱写了雄壮的

序曲。如今它的历史已被载入盐田区

的庚子首义雕塑园和庚子首义馆，百

年前的那一声枪响似乎依然回荡在庚

子首义纪念学校。

那段黑色历史先于庚子首义一

年。那一年，1899 年。中英两国在盐

田沙头角勘界，“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

界第一号”的界碑将国土一分为二。

随着 1997 年香港的回归，中英街也终

于回归了。“一街之兴衰，关乎国势；百

年之荣辱，窥于一斑。”历经百年沧桑，

中英街几经辗转沉浮，如今，凭借独有

的“一街两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景

观，它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中英街长不过 250米，却承载着一

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屈辱、抗争和发

展的历史。保留至今的中英界碑，不

仅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历史

见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

祖国的时代印记。近年来，盐田区积

极实施中英街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大

力开展重要节点修复、文化内涵挖掘

等工作，设立了“中英街 3·18 警示日”

等爱国主义教育品牌，警示人们勿忘

历史，知耻而后勇。为铭记历史，盐田

区还建成了“中英街历史文化墙”。

盐田区不仅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

资源，更有多彩的非遗资源。记者了

解到，目前盐田区非遗项目已达到 10

项，其中“沙头角鱼灯舞”入选国家级非

遗保护名录，“疍家人婚俗”入选省级非

遗保护名录，“盐田山歌”“天后宝诞祭

典”“贾氏点穴疗法”等多个项目入选市

级非遗名录。为更好保护与传承非

遗，盐田区更是不断创新非遗传承途

径。2011 年，盐田区首次举办全省首

个以鱼灯为主题的文化节——“深圳

市沙头角鱼灯节”，获评市文体局年度

创新奖。盐田区还设立了深圳市首个

大学生非遗志愿服务基地，与大专院

校合作“非遗进校园”项目，开展非遗研

究与学习活动，解决非遗传承难题。

为保护和弘扬传统疍家文化，盐田区

每年举办“疍家文化周”活动，再现“疍

家人婚俗”、品“擂茶”风俗。

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相信，盐田区

将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意识，更强的文

化担当，以大文化战略铸就一个“新品

质新盐田”，为“现代化国际化先进滨

海城区”书写文化的华彩篇章。

转型升级，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近海到亲海，凸显海洋特色文化

保护文化遗产，创新非遗传承

2003 年，盐田区明确提出“文化立

区”，先后投入数亿元资金用于文化设

施建设，广泛开展文化活动，文化建设

成绩硕果累累。2004 年，盐田区被评为

“广东省先进文化区”。2008 年，文化惠

民工程荣获深圳关爱行动“市民最满意

活动项目”，沙头角鱼灯舞成为当时深

圳本土唯一的国家级非遗。2009 年，盐

田区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区”

称号。2012 年，中英街入选“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2013 年，“图书馆智慧平台

研究与示范”项目荣获文化部“科技创

新项目”立项……

盐田区始终把文化摆在全区发展的

战略高度，彰显文化自觉意识。正因为

如此，盐田区把文化纳入“新品质、新盐

田”总体规划和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

内，并将其列为“幸福盐田”指标体系的

要义之一，把保障和实现群众的基本文

化权益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内容。盐田区

制定了《盐田区文化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关于贯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若干措施》，

提出狠抓“六个强化”、20 条举措，高标

准、高效率推进文化工作。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文化强区”战

略，盐田区特别成立了区文化强区工作

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和区长担任双组

长，30 位区领导和部门一把手担任小组

成员。区委书记对文化工作作出专门批

示，区长亲自带队到文化部门调研和指

导，各部门明确职责，加强协作，形成了

良好的工作协调长效机制。

在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

进程中，盐田区将区图书馆作为全区事

业单位体制改革试点，率先实施用工制

度改革，将馆内非核心岗位的业务工作

全面实行服务外包，进一步优化公共文

化资源配置。在新一轮改革计划中，区

文化馆又率先探索实施文化理事会制

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升文化发展活

力。2013 年，盐田区还设立了区宣传文

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制定《盐田区

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文化事业，形

成文化强区全民参与建设的良好氛围。

而建立公共文化活动项目购买机制、制定

《盐田区公益文化项目采购管理办法》，大

力推进了公益文化项目市场化运作，加

大了群众公共文化活动供应力度。

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是实

现市民基本文化权益、提升市民文化福

祉的基本保障。自 2009 年成为“全国文

化先进区”以来，盐田区大手笔投入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年提高文化事业

财政投入。记者了解到，2011 年至 2013

年 ，盐 田 区 文 化 事 业 费 增 幅 分 别 为

11.11%、37.20%、12.75%，均高于当年区

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近 3 年，盐田区人

均文化事业费分别为 98.1 元、133.5 元、

149.67 元，均远高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提

高。2010 年至 2012 年投资 1.27 亿元兴

建区图书馆（区档案馆）新馆，2013 年、

2014 年又分别拨付 959 万元和 810 万元

用于图书馆新馆的海洋文化园及信息

化、智慧化等建设。如今，盐田区“十分

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已经十分完善。按

照文化部规定标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点覆盖率达到 100%，街道、社区文

化活动阵地覆盖率 100%。盐田区还率

先成为全市“城市街区 24 小时自助图书

馆”示范区。全区 20 多万居民畅享“十

分钟公共图书馆服务圈”带来的公共阅

读便利，这其中包括 1 个总馆、7 个分馆、

17 个社区图书室、18 个“城市街区 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以及 23 个分布在部队、

企业、福利院的图书流动服务站。

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了

城区居民的文化福祉。记者了解到，盐

田区文化馆获评国家一级文化馆，4 个

街道文化站均获评省特级文化站；区图

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公共图书馆，各街道

图书馆均达到“五个有”。人均公共图

书馆藏书 3.09 册，2013 年每万人拥有公

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为 5138 平方米，远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盐田区还在全市

率先启用手机读者证业务，文化服务科

技含量和自助水平迈入广东省先进行

列。此外，盐田区中轴线大型综合项目

即将建成，其中设置的多功能文化艺术

中心，将与区文化中心、区图书馆新馆

等联动，形成规模更大、更广义的文化

艺 术 集 聚 区 域 ，构 建 一 个 彰 显 盐 田 品

格、精神的城市符号，并成为深圳东部

高品位文化中心。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是深圳十

大观念之一。盐田区以创新的精神、求

实的态度，积极探索创新公共文化服务

方式，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便

利性、信息化。2013 年，盐田区的“图书

馆智慧平台研究与示范”项目荣获 2013

年度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创新

了图书馆服务模式。为探索新技术应用

创新，盐田区积极打造领先国内的“智慧

型海洋文献特色图书馆”。即将开放的

图书馆新馆将以 RFID 技术为支撑、以

物联网为基础，实现智慧化的服务和管

理，以强大的信息参考功能，为文化交

流、科普展示、文献收藏、学术研究等活

动提供高层次的知识支撑和信息服务。

新馆突破传统图书馆在外观、形象、功

能、布局等方面的局限，营造独特的主题

氛围，将成为盐田区海洋旅游文化的重

要部分，成为盐田区城区文化内涵和文

化品位的重要象征。记者了解到，在建

设新馆的同时，盐田区还不断在街道和

社区建立分馆，营造书香盐田，为城区居

民提供便利的公共阅读服务。

在盐田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中，“文化惠民工程”深受城区居民喜

爱。近几年来，盐田区坚持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定期定点深入社区、工厂、

部队、企业，为群众提供各类公益文化

服务；建立数字化、网格化动态管理系

统，根据群众需求随时调整文化服务内

容，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2012 年起，

盐田区更推出“精品文化惠百姓”演出

季，通过社会招标，每年引进 10 多场国

内外高品位精品演出剧目，免费向街道

群众赠票，满足了辖区群众观看精品演

出的强烈需求，深受群众欢迎。盐田区

的文化品牌活动扎根基层，渗入到街道

和社区，带动了盐田群众文化的蓬勃开

展。“百姓风采秀”系列活动、“民星月月

秀”广场音乐会、海山文化节、金港文化

节、金秋梅沙艺术节，让城区居民徜徉

在文化盐田的和煦阳光中。

大文化战略，描绘“新品质新盐田”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完善，居民乐享文化福祉

1998年 3月，深圳市盐田区，一个依山傍海的美丽城区，承载着使命。在 16年风雨兼程的建区史中，盐田一直在思考，该如何描绘这片山海？

文化能见一座城的高度。自 2003年深圳市提出“文化立市”战略以来，盐田区便把文化摆在全区发展的战略高度，以文化惠民，以文化治城。2009年，盐田区

不负众望，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区”称号。今年 6 月，盐田区迎来“全国文化先进区”复查。我们看到，山海盐田正以“新品质”铸就“新盐田”，已然成为深

圳的人文高地，一个滨海特色文化强区正崛起在深圳东海岸。

大文化战略铸就“新品质新盐田”
本报驻广东记者 彭海霞

文 化 惠 民 工

程 深 受 居 民 喜

爱 。 图 为 精 品 剧

目《云 岭 之 巅》公

益演出。

近几年，盐田区力促产业转型升级，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海洋文化特色在盐田区日渐凸显。图为举办了三届的沙头角鱼灯节。

盐田区大力保护与传承非遗。图为省级非遗“疍家人婚俗”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