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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特色文化材

(代序)

邓碧泉

湛江市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文化资源丰富。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立足于这一实

际，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普遍开展创建"特色文化村" 活动，有力地椎动了

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平台

每个地方的文化特色都是它的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是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化的有机统一 ， 是民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统一。 湛江市面向南海，辖雷

州半岛 ， 具有红土文化、海洋文化、生态文化的鲜明特色。 在湛江农村，名人故

居、 书院 、 会馆、戏台、古民居等错落其间，如雷州市的许多村庄都曾产生过历史

名人，民俗民间艺术资源十分雄厚。 目前， 仍然较为活跃的民间艺术就有30多种，

其中的醒狮、人龙舞、 储舞、飘色 、 陶鼓等都是国内罕见 、 技艺精谨的民间艺术形

式。 据不完全统计 ， 谨江市经常参加演出 的醒狮队有近600个 ; 粤剧 、雷剧等业余

剧团数量庞大，仅在雷州市就有业余群众性雷剧团300多个 。 2004年春节，文车村

的醒狮队还参加了文化部在法国举办的"中法文化年"活动。 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

资掘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我们开展特色文化村创建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坚持体现时代性和富于创造性的全新发展理念。 因此，建

设特色文化村就不仅仅是对民俗文化、人文古迹的挖掘和整合，而是以这种挖掘 、

整合为基础，以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为切入点，在"四通五改六进村" (即通路 、 通

电 、 通邮 、 通广播电视;改水 、 改厕 、 改路 、 改灶 、 改造住房 ; 党的政策进村 、 科

学技术进村、先进文化进村、优良道德进村、法制教青进村、卫生习惯进村 ) 的基

础上 ， 着力提升文明村的质量和层次，使之服从 、 服务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可以说，特色文化村是文明村的生动表现形式， 是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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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有 13000多个村庄，点多钱长，个性差异大。 因此，我们采取了试点先

行、以点带面的办法，在全市精选了40个村庄作为试点 。 筛选条件是具有某种特色文

化，村委班子有战斗力、凝聚力， 经济基础较好，村民有热情，容易接受先进文化。

目前，试点工作正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村庄都呈现出向真正特色文化村健康发展的

态势 。 对已取得"文明村"称号的700多个村庄，则在巩固硬件的基础上，逐步提升

为真正意义上的特色文化村。

区域特色的文化品牌战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湛江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

强， 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多形式的特点 。 这既为农村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动力，

也使农村文化建设产生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一方面，农村的一些文化资源闲置不

用;另一方面，可供农民消费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不多，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要满足农民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

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要有人的全面发展 。 建设特色文化

村，就是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充分整合利用农村的特色文化资牒，发展和繁荣农村

文化。 通过提高农村文化发展水平，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提高农民的文化品位，以

文化塑造地区形象，以文化凝聚人心 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地方特色文化是当地人民的独特精神生活方式，是反映一个地方文化水平的重要

标志，是一个地方文化发展的品牌，决定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影响力 。 在建设特色文化

村的进程中，我们强调从基层抓起，以点带面，以提高带普及，实施区域特色的文化

品牌战略。

为此，首先需要发掘、保护个性鲜明的特色文化资源，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

化。 比如能够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地方风貌、民族风情、生活习俗，具有较高

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成片的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设施;具有

较高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名人故居、生活旧址;表演、工艺或其他性质

的传统民间艺术活动;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传统民俗活动;曾对当地及周边地区产生

过一定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旧址·水利工程、防灾工程、环境保护工程、

军事要地、港口码头和重大公共设施工程;具有一定规模的在国内影响较大的效益较

好的现代生态农业景观等。

其次，要抓好特色文化载体，传播先进文化。 在特色文化村建设一批传播先进文

化的宣传文化阵地，如文化长廊 、 阅报栏、信息栏、文化广场或文化楼等;广泛开展

特色文化活动，包括办好各种宣传栏，组织文化、科技、卫生下乡，以及结合各村的



特点，组织内容健康、格调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如各类球赛 、 民间

艺术汇演等。 通过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先进文化进村进户 、 入眼人

耳入心。

再次，深入推进"四通五改"建设，创建文明新村。一是抓好村场规划与建

设，改造村容村貌，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 二是加大改水 、 改厕 、 改灶 、 改路、改

造住房的力度，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三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民得到更多的

实惠;四是搞好政务 、 财务公开，管好钱、用好钱，提高农民的科学民主意识。

从试点村挂牌到现在，特色文化村创建活动受到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普遍欢

迎，创建进度明显加快。 试点村基本上都设立和完善了文化室，改善了文化小环

境。 如雷州市昌竹园村，试点挂牌后全村动员，出工出力，筹集了 10多万元资金，

不但把村中的古城堡修茸一新，还把村口的一块废地改造成了生态公园 。 特色文化

的旅肺功能也初步显现出来 。 吴川市、雷州市一些村已经制订出了一日前的规划，

建起停车场 、 公厕，清洁了村道，配备了一些服务设施，印制了本村旅游小册子。

在创建活动中，村民普遍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不仅自发地组织起来对本村的历史

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修复，也开始自觉地进行抵制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柏，在每年

一度的民俗活动中，神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文艺演出 。 开展创建特色文

化村活动后，被列入特色文化(试点)村的村民欢欣鼓舞，连未被列入特色文化村

的村庄也受到感染，村民纷纷鼓动干部争取本村加入试点行列 。

加强特色文化村建设，必须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以全

面、协调 、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关键在于抓好"三个结

合 一是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 。 文化作为一种资牒，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也非同

寻常 。 目前湛江的40个特色文化(试点)村已经和旅游经济结合，既增加了农民的

经济收入，又激活了他们建设文明村的兴奋点。二是与挖掘 、 保护、利用文化资源

相结合。 通过创建特色文化村活动，进一步增强村民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

广泛发动他们保护好 、 利用好这批不可复现的宝贵资源。三是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

质相结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基本条件是提高劳动力素质 。 实践证明，抓好地

方特色文化，开展一系列寓教于乐 、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用先进文化思想占领

农村文化阵地的重要环节，是引导农民摒弃陈规陋习，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社会风尚的有效手段，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精神动力 、 智力支持和思想

保证。

(该文原载200 4年5月 l 日 《 求是 》 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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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掘农材特色文化，努力建设文化大市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德顺教授在湛江

考察

历奥文化名人

6 陈文玉 宁我边疆 、 安我黎庶的雷祖

8 陈 琪 清朝名臣 、 清廉中之卓绝者

10 陈昌齐 清代循史 、 大学者

12 林召棠 清代道光年间状元、教育家 、 诗人

13 陈兰彬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 、 外交家

14 陈乔森 清代岭南著名的书画家 、 诗人

16 丁宗洛 i青代政绩显著的廉史 、 学者

18 洪?半诛 i青世人龙

19 张 炎 抗日名将 、 革命楷模、 爱国将领

20 黄学增 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四大领袖之一

古民居

22 雷州市南兴镇东林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24 雷州市龙门镇潮溪村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26 雷州市白沙镇邦塘村 湛江市古民居博物馆

28 雷州市北和镇鹅感村 雷州古民居奇觅

30 遂溪县建新镇苏二村 苏东坡二进的荔枝村



民间艺术

32 吴川市梅菜街道梅岭 、 梅某头社区

花桥、飘色、泥塑"吴川 三绝"

34 遂溪县黄略镇文车村 高桩醒狮

35 遂模县黄略镇许屋村 高桩醒狮

36 遂溪县黄略镇龙湾村 女子高桩醒狮

37 廉江市良桐镇竹园村 舞鹰雄之乡

38 东海岛试验区东山镇东山墟村 人龙舞

自然生态

41 雷州市客路镇坡正湾村 莺鸟的天堂

42 徐闻县龙塘镇包宅村 徐闻生态旅游第一村

43 廉江市石城镇深水桐村 农家乐园

44 霞山区海头街道东纯村 田园风光

革命传统

46 雷州市附城镇土角村 雷州革命策源地之一

47 赤坎区北桥街道陈川济村湛江抗日 战争革命根据地

48 霞山区海头街道南柳村 才元法誓师旧址

50 东海岛试验区民安镇西山村粤桂湛江地区的小延安

传统文化教育

52 徐闻县徐城镇北门头村 贵生书院

53 廉江市安铺镇吉新村 道德文化教育

54 东海岛试验区民安镇山内村 尊师重教崇尚学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历史遗址

56 雷州市英利镇昌竹园村清末民初民生建筑的缩影古确楼

57 麻章区湖光镇旧县村 旧县新韵铁把古城遗址

58 麻主主区太平镇通明村 明清水师驻防要塞

59 东海岛试验区础讲|镇津前村 渡琼作战指挥部旧址

60 东海岛试验区础训|镇赤马村 南宋皇城遗址

62 遂溪县江洪镇东边角村 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

63 遂溪县杨柑镇永安村 北部湾畔古窑场

64 遂溪县乐民镇乐民城村 珍珠城

历史文化

66 雷州市附城镇夏岚北村 墨海碑林

67 雷州市调风镇禄切村 富贵双全古名村

68 雷州市调风镇调铭村 文擎雷阳誉满雷州

69 吴川市吴阳镇文屋村 文天祥后裔聚居的古村庄

70 吴川市吴阳镇上郭社区 一脉相承不绝如缕的千年文化古村

71 吴川市黄坡镇岭头村 李汉魂的故里

72 遂摸县河头镇双村 山 清水秀古名村

73 坡头区坡头镇塘博村 世i季延长翰墨飘香

74 坡头区乾塘镇乾塘村 历史文化名村

75 麻章区太平镇庐山村 山奇水异文脉绵延



科技示范农业

77 徐闻县南山镇苞萝园村 绿色农业旅游观光带

78 遂模县岭北镇调丰村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79 廉江市吉水镇谢建村 闻名追逐的荔枝村

和谐文明

81 吴川市中山镇林屋村 全国文明村

82 吴川市吴阳镇芝蔼村 全国文明村

83 吴川市吴阳镇蛤岭村 广东省文明示范村

84 吴川市中山镇山模洋村 广东省文明村

85 徐闻县角尾乡许家察村 生态文明村

86 徐闻县曲界镇后察村 森林公园

87 徐闻县海安镇广安村 宛如城市的农村

88 徐闻县曲界镇愚公楼村 徐闯菠萝第一村

89 徐闻县南山镇灵山宫村 4余闻首批生态文明村

90 徐闻县城北乡新民村 花园式的新农村

91 霞山区海头街道特呈岛 文明 、 生态、旅游新海岛

92 坡头区官渡镇高岭村 文明和睦村

93 东海岛试验区民安镇西湾村 4九验区的省级文明单位

94 遂溪县杨柑镇李贞村 建筑之乡

95 遂溪县北坡镇坡仔村 农业产业化

96 廉江市石角镇相古坑村 广东省移民第一村

后记



挖掘农衬特色文化，努力建设文化大市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 中 心主任

李德j帧教授在湛江考察

2004年3月 26 日 、 27 日，作为湛江市建设文化大市顾问团成员的中国社科院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德顺教授，应邀前来对湛江市开展的特色文化村建设进行了参观

考察，并对湛江市建设文化大市及发展文化产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建设特色文化村有创新的意义

对于湛江开展的特色文化村建设活动，李教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各地

区从农村基层出发抓文化建设的也有，但像湛江这样抓的不多。 其他地方进行农村

基层文化建设的手段过于传统、单一，效果并不很理想。 但海江的特色文化村以湛

江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出发点，将先进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融合了起来， 并结合本地

农村特点，挖掘原有文化资源，因地、因时、从本地生根，这种做法是个很好 、 很

有创意的做法，符合中国国情.值得探索。

通过考察，李教授将湛江市特色文化村建设的意义精练地概括为"三个关系"

的统一 :

一 、妥善解决了文化建设中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 : 原来提文化建设都是以

城市为主，但中国是农业大国，最深、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在农

村，加之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文化建设没有农村参加，是不全面的。 应

该看到 . 文化要发展、要现代化 . 农村是大头也是重头。 所以文化建设不但要在城

市中开展，而且要努力抓好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湛江特色文化村建设以农村基层为

切入点，是从"根"抓起 ， 通过普遍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的素质将文化建设辐射到城

市。 在这个意义上 . 特色文化村的建设妥善解决了文化建设的城乡关系 。

二、 体现了文化现代化和多样化的统一 ( 一多关系) : 文化具有一元性，它表

现在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但是，在国际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又存在差异，

在国内 . 各个地区的文化也有着多样性，这种差异和多样性即是文化的多元性。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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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既重视文化现代化，也提倡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这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中注

意这二者的协调统一。 建设特色文化村一方面保持和展示了各个村落的文化特点

(多元性) ，另一方面要实现农村文化的先进性和现代化。 可以说，特色文化村建

设是给多样化的农村文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先进的表现舞台，体现了文化一多关

系的统一。

三 、 促进了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文经关系) : 文化是内容丰富 、 有吸引力和

生命力 、 可持续发展并不断创新的，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所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早已

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在国际上文化产业的竞争现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

素，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解决好文化与

经济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文化建设如果不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就不可

能坚持和发展起来。 应当通过文化资掘的发掘利用来拉动经济发展。 湛江在建设特

色文化村的思路中，不但强调了文化建设，也指出了文化建设对市场经济以及文化

产业的积极作用，比如通过特色文化村的建设，挖掘和整合文化资源，将特色文化

和旅游相结合，使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李教授也谈到特色文化村建设的现状和前景，他指出，现在湛江建设特

色文化村尚处于发动阶段，以后的工作还很多，需要有大的视野，要以市场经济的

观点来指导工作。 针对建设特色文化村的过程李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一 、 首先是"全面铺开"的发动阶段，这也是现在湛江正在进行的阶段。 就这

次看到的情况而言，这个阶段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了 ，创建工作正在全面铺开。 要继续摸清"家底挖掘资源，盘活资源。

二、接下来是"重点突破"阶段，要在全面铺开的基础上，对特色文化村创建

情况进行总结，抓住建设活动中的"亮点" 、 "重点对其进行重点引导和宣

传，实现以点带面的目的。

= 、经过前面两个阶段的过程，待特色文化村的建设已经步入正轨，就应当着

重以引导为主。 利用市场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对特色文化村建设进行调节，使其保

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此外，对于湛江建设特色文化村与精神文明村的关系，李教授也从哲学的高度

指出了二者的统一性。 他认为，文化与文明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文明村建设和特色

文化村建设并不矛盾，在内容和目标上是一以贯之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切人点不一

样，精神文明建设比较注重意识形态，偏重自上而下的建设角度。 特色文化村则注



重调动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是自下而上的建设方向 。 他非常认同市委常委x~碧

泉的看法一一"不管怎么做，关键是让群众得到实惠" 。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建设文化大市

李教授在回答《湛江日报》记者的提问时谈到对湛江建设文化大市的看法:

"现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提出要建设文化大市，但建设文化大市并不是呼几个口号，

拍几部电影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长期过程，这要求我们着眼于未来，从

根本上改革文化体制，建立一个科学的高效的文化运行机制 。

"湛江现在提出建设文化大市，并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机制， ‘做什么不是重

点，关键是怎么做，怎么做好' 。 我认为建设文化大市应该把握一个大思路，就是

着眼未来。 首先要摸清自己的家底，看看自己有什么历史资源、现实资源、内外资

游、等等;然后要盘活并发挥这些资源，创造出新的模式;还要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

入，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 说到最后有个原则就是四个字:求真务实。 "

反复强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李教授在湛江考察期间，反复地强调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为了说明这一

点，他饶有兴趣地谈到了"金牛道"的故事 。 周显王时期，秦惠王欲进攻蜀国，但

蜀道艰难，军队行进不易 O 便称其有金牛愿送给蜀王，蜀王很高兴，于是派人修好

道路以迎接金牛，结果道路修好，秦国便发动了攻击。他说，经过数十年的社会主

义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开辟出多种渠道，例如电脑网络等。 这

些渠道使文化的输出和输入都非常便利，但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我们自身不发展文

化产业，这些渠道就会被别人利用，成为他们向中国大量输入文化产品的"金牛

道" 。 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陷入被动的困境。 这种观点被他称为"金牛道

之论" 。

要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将文化与经济相融合。 在如何正确认识文化与经济的

关系上，李教授也讲述了"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观点: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关

系实际是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文化建设的经济意义过去被忽略了，认为文化就是

花钱的，就是向政府要钱的，所以强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 这是很浅显的理

解，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也看到，没有文化特质的经济是没有持续竞争力

的 。 现在这种文化为经济做陪衬的观念应该改了:文化不但能赚钱，而且能赚大

钱，在更高的层次上，文化完全可以唱主角，应该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了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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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文化产业应当如何去发展，李教授说如何去发展文化产业没有现成的

道路，我们都在摸索学习 。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文化产业再也不是简单的政府

行为，而是市场、社会的大众行为，靠过去行政命令为主的方式很难产生效益。 要

用经济杠杆开发文化产业和市场，这样一来很多配套的机制可以建立起来。 比如特

色文化村搞旅游业，相关的旅游服务、旅游产品 、 交通 、 餐饮、娱乐等都可以搞起

来，这些又可以牵动很多其他的东西。 "

以现代精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湛江是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丰厚的城市，在建设先进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

古代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成为建设文化大市中必须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李教授阐述了他的看法:我国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博大

精深，尤其是中国农村遍地都是宝，像这雷州、吴川就是典型。 五千年的传统决定

了我们在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时 一定不要也不能丢掉古代文化遗产，而是要用科学

的态度来认真对待。 总原则是要与现代化发展资源相协调，不光是要再现过去，而

且要用现代精神去选择、再造它。 这就有个摸清家底、盘活资源的问题。 拥有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代表财富，只有运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合理开发、优化配置才

能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作用 。 这里面还有一个价值取向，即要用代表先进文化

的价值观去观察、去思考、去运作，要重在对现实意义的挖掘上。 比如说对于林召

棠状元村，可以用先辈的事迹去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关注文化，而不要总是炫耀

皇帝赐的匾牌。 有了这个思路，在开发的时候首先要保住古迹，不要破坏，这有个

原则就是"修旧如旧如果你把李汉魂故居门前的那条小路都修成平整的水泥

路，那就是破坏了 。 我们开发的做法本身要有文化，其间的态度和方式也要体现出

文化，在不知如何开发的时候就先不要去动它。

(李德 }I顶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

任。 2003年应邀为湛江市建设文化大市顾问团成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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