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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图书馆发布的 2016 年

服务数据显示，去年共有近 740 万人

次到访位于珠江新城的广州图书馆，

平均每天的入馆人数近 2.4万，成为世

界上最繁忙的公共图书馆之一。过

去一年里，广州图书馆外借量达 787

万册次，广州人每天从该馆借走的图

书等文献达 2.5 万册次，每天有 1066

人注册为该馆读者。

广州图书馆 2016 年服务数据显

示了广州读者的阅读爱好。广州人

最 喜 欢 在 暑 假 期 间 到 访 图 书 馆 ，仅

2016 年 7 月就有约 90 万人次访问广

州图书馆，借走了约 91 万册文献。当

月的注册读者数量近 4.4万人次，创下

全年最高纪录，有约 23 万人参加了广

州图书馆在当月举行的 241场活动。

相对于暑假，寒假期间到访广州

图书馆的公众人数偏少。2016 年 2

月，该馆的入馆人数只有约 46 万，外

借量也只有 52 万册左右，两项指标只

相当于 2016年 7月的一半。但是在数

字阅读方面，2016 年 1 月，广州图书馆

的数字资源下载量却达到了 366 万篇

次 ，相 比 2015 年 同 比 增 长 达 到

264.7%。

除了借阅文献及查询信息资源

之外，公共图书馆也是广州市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据统计，2016 年有近

146 万公众参加了该馆举办的 1742 场

活动。除了 2016 年 2 月举办了 97 场

活动外，广州图书馆每月举办的活动

都超过 100 场。相对 2015 年，广州图

书馆去年举办活动的场次越来越多，

增幅最高的月份是 7 月，同比增幅达

到近 80%。

数据还显示，2016 年广州人最爱

看的 10 本书分别是《白夜行》《百年孤

独》《追风筝的人》《目送》《三体：地球

往事三部曲之一》《平凡的世界第一

部》《解忧杂货店》《活着》《孩子你慢

慢来》《盗墓笔记 4》。

据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介绍，

从目前的服务情况来说，无论是入馆

人数还是空间使用，广州图书馆的服

务 量 都 远 远 超 出 了 当 初 设 计 的 容

量。为了更好地让公众爱上图书馆、

爱上读书，接下来的一年里，广州图

书馆将继续完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

的通借通还服务网络和图书馆集群

管理系统，并积极推进示范性分馆建

设。“我们希望更多社会主体与广州

图书馆及各个区县馆等公共图书馆

合作共建更多分馆，为社区居民提供

公益性阅读服务。”方家忠说，广州图

书馆将在广州建设“图书馆之城”规

划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优先示范作用。

目前，广州图书馆富春山居分馆

已基本装修完毕，将在春节后开放。

接下来，广州图书馆将全力推进全市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组织实施

全市统一的业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并

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在全市推动使用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统一标志，无论是

停在路边的流动汽车图书馆，或者是

位于地铁公园等公共场合的自助图书

馆，只要是标记了广州市公共图书馆

的统一标志，就意味着这些图书馆都

纳入了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的通借通还

网络。此外，广州图书馆将做好信息

发布平台建设，为广州市民提供公开

透明、高效快捷的公共文化服务。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东莞迅速

崛起，以万分之三的国土面积创造了

全国百分之一的生产总值，一跃成为

中国第五大外贸城市。

从世界工厂走向国际制造名城，

东莞靠的绝非是外界所传的“黄”“卖

田租地”“血汗工厂”……美国《纽约

时报》曾评论说：“东莞

实现繁荣，靠的是‘莞

商’的聪明、勤奋、创业

精神和尊重市场。”

近日，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员卢忠光撰

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莞

商》，以生动鲜活的文

学手法，将“莞商”艰苦

创业的形象真实而饱满地呈现在世

人面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厚德务实，敢为人先”，这是官

方对“莞商精神”的概括。改革开放

初期，别人还在狐疑和揣测中央政策

时，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太平手袋厂落户东莞。这个编号为

“粤字 001 号”的企业牌照，犹如一道

划破云天的闪电，预示着沉寂已久、

蓄势待发的工业化浪潮将在东莞掀

起，并以洪波决堤之势，冲击传统农

业社会。

“顶硬上”是明代东莞人袁崇焕

的口头禅，也是“莞商精神”核心之

一。只要认准了方向，就有一种“铁

打心肝铜打肺，立实心肠去挨世”的

毅力，无论路有多难走，硬着头皮也

要上。1996 年，“莞商”们以一镇之

力，举办了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

易 会 ，让 虎 门 服 饰 从 此 登 上 了 世 界

舞台。在那个连香港地摊货都是稀

罕物的年代，要走“国际化”路线，靠

的就是“莞商”安身立命的“顶硬上”

精神。

首届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开幕，

模特都是请酒店服务员临时代替，却

出人意料一炮而红。短短 6 天展期，

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

等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以及北京、

上海、广州、大连、杭州等内地城市的

282 家参展商参加，进场参观人数多

达 40 万，成交额高达 12.6 亿元。至

此，每年立冬至小雪之间，虎门服装

交易会都会如期开锣。

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虎门港成

为向外籍船舶开放的国家一类口岸。

两年后，一座规模宏大的服装城——

黄河服装城在虎门落成，中国（虎门）

国际服装交易会的主会场随后移师

此地。

如今的虎门服装交易会，已成为

东莞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会，汇集了高

峰论坛、设计大赛、少数民族服饰风

情表演、文化艺术节、T 台时装表演、

国际流行面料交易会、虎门原创小戏

小品大赛、书画展、文艺晚会等活动。

一位在长安镇经营五金、建材的

“莞商”感慨：“当时真不知道自己是

怎么熬过来的。如果让我把当时的

路重新走一遍，我不会再有那个勇气

了。”“莞商”不太善于为自己评功摆

好，但就这么熬过来了。他们不畏风

雨，不惧崎岖，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把

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走成了一马平

川，把荒草萋萋的河海滩涂变成了世

界物流中心，把编织草席的小作坊升

级为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关于这些，卢忠光在他的文章中

用了几句广东俗语作出解读：“冇问

题”“顶硬上”“有钱大家揾”“牙齿当

金 使 ”“ 闷 声 发 财 ”

“饮‘头啖汤’。”

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何建明曾经

盛赞“莞商”，“骨子

里和精神里是高尚

的、纯洁的、可以传

扬 的 ，他 们 是 中 华

民族精神的重要因

子。这些精神，闪烁着仁、智、勇的光

芒，犹如金子般发亮耀眼。”

《莞商》的作者卢忠光是广州的

一名公务员，近 3 年来，他利用业余时

间数十次赴东莞，采访了近百位“莞

商”及文史专家，数易其稿，终于撰写

出 这 篇 长 达 40 万 字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该书除了重点讲述“莞商”创业

故事和阐释“莞商精神”，还把东莞商

人的“脉根”梳理得清晰而完整，并涉

及了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语言、民

俗、风土人情等诸多学科和内容，堪

称记录“莞商精神”的小百科全书。

广州图书馆发布2016年服务数据
每日有 2.4万人次进馆，借出文献 2.5万册次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 通讯员 曾 茜

本报讯 百名书法家现场挥

春，百名旗袍模特现场走秀，非遗

墟市 OK 年货街年味十足，非遗项

目展演精彩纷呈。1 月 8 日上午，

在浓厚的新春文化气息中，“莞香

花开”2017 东莞文化年历暨“道德

春 联 进 万 家 ”东 莞 市 百 名 书 法 家

挥春送“福”公益活动在东莞市文

化 馆 启 动 ，东 莞 首 个 文 化 年 历 正

式发布。

东莞市文化馆联合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莞香花开公众微信号，创

意打造了“东莞文化年历”项目，在

传统节日和重要纪念日为市民提供

富有节味和趣味的民间民俗活动。

2017 年 东 莞 文 化 年 历 围 绕

2017 年的传统节日及重要纪念日，

精心规划设计了全年的节庆活动，

共策划了 37 个节庆，共 61 项活动。

今年春节期间，还将推出“幸福中

国年”文艺演出等系列迎春文化活

动，元宵节还将策划开展元宵灯谜

会、传统服饰展示、2017 广东省第

七届花灯文化节活动。 （利 民）

“莞香花开”——2017东莞文化年历发布

本报讯 （驻 广 东 记 者 谭 志

红）1 月 6 日，电视连续剧《袁崇焕》

预告片新闻发布会在袁崇焕故里

东莞市举行。该剧由东莞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北京现代天幕影

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东莞实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石碣

镇宣传教育文体局联合出品。

电视剧《袁崇焕》集结了一流

的主创、主演阵容，包括历史学家

阎崇年、表演艺术家唐国强、明史专

家编剧胡正言、新生代导演金霖，并

由邵兵、王媛可、唐国强、曹征等倾

情出演。该剧将以客观公正的角度

展现明末清初的风云际会，全面展

现袁崇焕独卧孤城、宁远大捷、宁

锦大捷、京师保卫战、惨受酷刑等

经历。

大型电视连续剧《袁崇焕》预告片亮相

本报讯 （驻 广 东 记 者 谭 志

红）1 月 5 日下午，陆丰市召开文艺

工作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

上的讲话精神，号召文艺工作者勇

于担当，扎实推进文艺工作，助力

陆丰文明创建。

陆 丰 市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卢雁慧肯定了陆丰市各文艺家协

会 5 年 所 来 取 得 的 成 绩 ，希 望 全

体文艺工作者创作时要围绕“爱”

“为”“新”“引”四个字，即做到心

中 有 爱 ，体 现 为 民 宗 旨 ，推 陈 出

新 ，以 文 化 艺 术 作 品 引 领 陆 丰 的

社 会 风 气 。 同 时 要 勇 于 担 当 ，扎

实 推 进 文 联 与 协 会 的 各 项 工 作 ，

为陆丰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应有

的贡献。

就如何更好地推动陆丰市文

艺工作发展，卢雁慧强调，要切实

加强文联自身建设，尽快完成各协

会资格审查工作，建立文艺优秀人

才档案库，媒体要承担起宣传本地

文化文艺人才的责任，要加大精品

创作扶持与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力

度，建设好各个协会机构的阵地；要

制定各协会年度工作计划，构建多

元化的经费保障体系。

陆丰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1 月 10 日 ，“ 岭 南 华

彩——高励节、刘致远作品展”在

深圳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深

圳 报 业 集 团 、深 圳 国 际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交 易 会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美 术 馆 联 合 举 办 ，展 期 将 持 续

至 1 月 15 日 。

本次展览共组织展出了岭南

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之子高励

节国画作品 41 幅，广彩大师刘群

兴之子刘致远国画作品 20 幅及陶

瓷精品 60 件。岭南画派传 人 高 励

节 此 次 展 出 的 作 品 内 容 丰 富 、题

材 广 泛 ，包 括 写 意 花 鸟 、山 水 、走

兽 、人 物 及 各 体 书 法 。 而 作 为 岭

南 画 派 广 彩 传 人 、国 际 瓷 画 艺 术

家 的 刘 致 远 ，除 了 展 示 山 水 、花

鸟 等 画 作 之 外 ，还为观众带来了

多件精心创作的广彩陶瓷作品。

（胡振栋）

“岭南华彩”在深圳美术馆开展

深圳市创客协会成立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戴波）1月

4 日，深圳市创客协会第一次会员

大会在南山区举行，会议选举产生

了协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及监事

长等，审议通过了协会章程并发布

2017年度工作计划。

据协会秘书长王化介绍，该协

会目前已聚集了一批深圳市创投、

基金、科技和文化产业等领域的优

秀企业、团体及个人，未来将重点

做好创客理念及创客文化的宣传

和推广工作，着力构建创客生态体

系，为创新创业提供服务平台，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

本报讯 近日，深圳市宝安区

古村落专题摄影展在宝安图书馆

开幕，该活动为宝安区宣传文化体

育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由宝安

区打铁文艺社承办，旨在通过走访

拍摄的方式，用影像记录宝安人文

历史及古村落变迁。

打铁文艺社摄影团自 2016 年

8 月 起 ，组 织 摄 影 师 、建 筑 师 、作

家、漫画家、教师等近 70 人次，开

展 了“ 城 市 地 标 摄 影 走 访 ”系 列

活 动 。 历 时 3 个 月 ，走 访 了 宝 安

30 多个地方，拍摄了超过 2000 张

人 文 照 片 ，最 终 遴 选 出 100 张 优

秀 照 片 用 于 本 次 专 题 摄 影 展 ，古

文 作 家 易 不 问 为 展 览 撰 写 的 13

篇辞赋作品一并展出。

（戴 波）

宝安用影像记录古村落变迁

市民参观古村落专题摄影展

本报讯 近日，《花蕾绽放，梦

想起航》石岩首届迎新年少儿文艺

晚会在深圳市石岩街道举行，180

多名儿童带来精彩节目 32 个，涵盖

主持、朗诵、舞蹈、跆拳道和武术等

多种艺术门类。

自启动以来，活动得到了街道

居民的积极响应。石岩街道党委

副 书 记 王 妍 霞 表 示 ，举 办 此 类 活

动 ，旨 在 多 给 街 道 的 孩 子 们 提 供

一 些 登 台 献 艺 的 机 会 ，让 他 们 在

提 升 艺 术 素 养 的 同 时 ，得 到 心 灵

与人格的净化。

（温秋圆）

石岩少儿迎新年

1 月 9 日，深圳市南山区月光合

唱团在新落成的南山文化中心大剧

院为市民奉上了一场名为《在银色的

月光下——中国经典民歌 2017 新年

合唱音乐会》的艺术飨宴，来自全国

各地的艺术爱好者齐聚南山，共同领

略不同地域的音乐风格。该活动获得

深圳南山区委宣传部（文体局）及南山

区文化馆的支持与指导。

从东北边陲赫哲族的《乌苏里船

歌》，到广西壮族的《刘三姐》；从新疆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的《青

春舞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和《在

银色月光下》，到蒙古族的《嘎达梅

林》、藏族的《故乡之恋》，都给音乐会

注入了经典元素。高亢的陕北民歌

《赶牲灵》、婉转的江浙民谣《采茶舞

曲》、传情的台湾高山族曲目《阿里山

之歌》……全国近 20 个民族与地区的

经典优秀民歌，铺开了一幅幅耐人寻

味的艺术画卷。

月光合唱团（前身为“夕阳红合唱

团”）是南山区文化馆示范团，自 2000

年由该馆倡导组建以来，一直得到区

委、区政府、区文化馆的支持与关怀，

现有在册团员 90 余人，曾在全国、省、

市等赛事中荣获多项荣誉。2015 年 9

月，月光合唱团代表广东省和深圳市

参 加 由 文 化 部 主 办 的“ 永 远 的 辉

煌”——第十七届中国老年合唱节并

荣获“翔鹤杯”奖。近年来，月光合唱

团在合唱曲目选择、演唱风格创新和

语言多样化训练等方面尝试与国际

接轨，创办了独具特色的“月光合唱

团系列合唱音乐会”这一合唱文化品

牌，举办了“中外经典影视歌曲新年音

乐会”“中国经典民歌合唱音乐会”等

专场主题音乐会，得到深圳文艺界的

广泛关注。

月光合唱团的绽放，只是南山区

文化馆馆办群众文艺社团取得累累硕

果的缩影。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覆盖

老、中、青、少各年龄阶层，是南山区文

化馆馆办群众文艺社团的发展特点。

近年来，区文化馆加大力度投入群众

文艺社团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其组织

机构，使之成为高素质演出队伍，目前

已涌现出月光合唱团、南山合唱团、青

年艺术团、南山民间艺术团、南山戏剧

社、金秋民族乐团、京剧票友社、小月

亮艺术团、小蝌蚪电声乐队、南山区艺

术沙龙（美术、影友社）、南山区音乐沙

龙等10余个群众文艺社团。

据南山区文化馆负责人介绍，该

馆发展的每一个群众文艺社团，都本

着“公益与优质相结合”的原则。社团

成员均为来自南山辖区通过考核择优

录取的艺术爱好者，在接受了区文化馆

相关的业务辅导后，承担起全区乃至省、

市各种重大演出任务和专项活动，在全

区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他们也作为

文艺骨干深入基层，以点带面，将文化的

种子播撒到每一个社区，为居民的文

化艺术生活注入勃勃生机。

区文化馆拥有一支高质量师资

团队，他们身兼数个艺术门类教学任

务，并对社团开展的各项活动予以悉

心辅导。除了上课、训练和参加演出

外，区文化馆还特别邀请在文艺界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为各社团开办

讲座，以拓宽社团成员的艺术视野。

如今，南山区文化馆馆办群众文艺社

团 香 花 遍 开 ，在 广 东 省 历 届 舞 蹈 花

会、深圳市“鹏城金秋”文化艺术节及

南山区夕阳红艺术节等各类文艺比

赛和展演活动中均取得了优异成绩。

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对文化艺

术的需求不断提升，文化馆推动群众

文艺社团发展尤为迫切。“文化艺术

滋养百姓心灵，润物细无声。南山区

群众文艺社团的日益壮大，旨在让社

区居民得到的充分艺术熏陶。同时，

社区文艺活动的不断开展，也有利于

借助文化的力量感染更多人，为和谐

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助力。”南山区文

化馆馆长尹良表示。

群众文艺社团绽放深圳南山
温秋圆

“在银色的月光下——中国经典民歌 2017新年合唱音乐会”现场 殷晓阳 摄

读者在广州图书馆埋头苦读

在新时期弘扬“莞商精神”
雷爱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