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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否繁荣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与辐射力。一
直以来，珠海市委、市政府在高水平建设
文化强市的进程中，通过加大人才资金投
入、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等
一系列措施，扎实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
提升，文化发展出新出彩。一场场展演活
动聚焦时代故事，一系列惠民活动点亮观
众目光，一部部原创精品佳作的孵化为珠
海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它们正在影响着珠
海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与习惯，也塑造着一
座城市的精神气质，成为珠海焕发巨大创

造力的源头活水。
当前，珠海正坚持“产业第一”，抢抓

“四区”叠加机遇，推动文化艺术产业协同
发展，不断展现珠海的文艺魅力。

在硬件设施上，为加速文化艺术的
发展，增强城市软实力，珠海持续“升
级”城市文化基础设施。随着珠海大剧
院、华发中演大剧院、对白剧场、乐坊
LIVE HOUSE等演出场所的增多，各类
型的演艺新空间为演艺行业发展开辟
了新赛道、注入了新活力，丰富了市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演艺新空间的“新”，

不仅是新兴文化的发展，也是传统空间
载体的活力焕新。北山红火的夜经济，
让相声、脱口秀、爵士乐等演出在有 200
多年历史的老建筑内火热进行着，近距
离、沉浸式的演出，为观众带来不同的
体验。

在品牌活动上，珠海时尚周、首届华
语纪录电影大会等一场场文化艺术盛宴
绽放芳华，为“青春之城、活力之都”增添
无限亮色。此外，珠海积极推进金嘉创意
谷、乐士文化区、左右创意园等文化创意
产业集聚区的片区化融合发展，加速形成

文化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创意社会共生
并举的新格局。

今年珠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
建设特色公共文化空间，打造一批“城
市书房”“小剧场”等城市文化新地标，
接下来，珠海还将以小剧场建设为突破
点，着力打造珠海特色演艺空间，将文
化与商业、娱乐、旅游融合，探索文旅结
合新模式，全面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从
而推动文旅产业链的发展，推动文化艺
术产业协同发展，不断展现珠海的文艺
魅力。

政策保障是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石

从“五个一工程”奖看珠海文化强市建设
一届“五个一工程”奖表彰，两

部文艺作品获奖，这样的丰收，对
于珠海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十分
欣喜的消息。

3月24日，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
行，珠海原创话剧《龙腾伶仃洋》、
珠海作家陈继明创作的长篇小说
《平安批》两部入选中宣部第十六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
优秀作品备受瞩目。这也是继《中
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以
及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后，珠海
本土原创作品再次上榜。

唯有夯实根基，才能枝繁叶
茂。“五个一工程”奖是中宣部设立
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
奖项，其分量不言而喻。这份沉甸
甸的荣誉背后，离不开珠海市委、
市政府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也
展现了珠海文艺精品创作的深厚
实力。近年来，珠海正全力构筑文
艺精品源源不断、文艺人才青蓝相
继、文化品牌特色鲜明的文化“生
态系统”，着力推动珠海文艺“高处
再攀高”，打造更高水平的文化强
市，加快建设区域文化艺术中心。

统筹：本报记者 张映竹
采写：本报记者 张映竹 郭秀玉

金 璐 罗汉章

城市因艺术而灵动，艺术因交流而生
辉。

3 月 29 日和 30 日，话剧《龙腾伶仃
洋》作为“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作品之一，在中央歌剧院示范演出。
港珠澳大桥建设中的一幕幕场景浓缩在
两个小时的话剧中，伟大的桥，可爱的
人，来自大湾区的故事为现场观众带来
深深的感动。

话剧《龙腾伶仃洋》是珠海坚定不移
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高标准组建珠
海演艺集团后打造的第一部舞台艺术精
品，献礼港珠澳大桥开通一周年，致敬新
时代的“大国工匠”。话剧聚焦大桥建设
过程，全景式塑造了由建桥工人、技术人
员、指挥协调人员等组成的人物群像，以
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折射大时代，
讲述了建设者们不惧自然灾害、怀揣思亲
之情、攻克技术难题，最后共同见证大桥

顺利竣工的感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大
国工匠”的精神力量，讴歌了“国之重器”
的伟大成就，深刻地体现了“一国两制”下
三地携手共进的同心协力和民族自信。
该剧自2019年 10月在珠海首演后，已在
北京、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完成全国巡演
60余场，受到了业内专家与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好评。

“这部剧着眼的是大桥建设中最基
层的建桥工人群体，我们在采风过程中
不断被这些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打动，每
一个人的背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所
以这部剧最终选择用群戏的方式来展
现这座伟大的桥背后最可爱的人。”话
剧导演李伯男说。据珠海演艺集团艺
术总监邹建红介绍，创作初期，主创团
队驻地珠海采风，不仅查阅了大量港珠
澳大桥建设工程的相关资料，更深入挖
掘了大桥工程建设中的真实事件，探访

各个环节的建设工人，并就专业问题咨
询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的专家顾问，为的
就是讲好大桥故事，让珠海凭借自身越
来越鲜明的艺术辨识度，在城市当中脱
颖而出。

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珠海文艺工作者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脚踩大地找选题、
磨作品，从舞台艺术到文学创作，他们深
耕主业，倾听时代发展的澎湃足音，生动
反映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长篇小说《平
安批》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也成为广
东省作家协会“改革开放再出发”作家深
扎创作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小说以郑
梦梅闯荡南洋成就事业的故事为主线，描
述了一部近代潮汕侨商的奋斗史，以平安
批为物质载体和切入点，把家国情怀和民
族大义融入百年世事变迁，体现了中国的
文化脉络在世界潮流下的发展与重塑。

小说作者陈继明是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2019 年至
2020年，他受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作
家协会委派，带着创作任务来到汕头，开
始了和潮汕的“亲密接触”，通过广泛收集
素材，深入体验生活，采访了众多作家、民
俗学家、侨批专家，积累了大量采访素材
和读书笔记。

该作品是国内首次以长篇小说的形
式书写独特的侨批文化，展现潮汕人下
南洋艰苦卓绝的奋斗故事和爱国爱乡
爱家的家国情怀。陈继明说：“写这部
作品时下了很大功夫，面对一个完全陌
生的领域，动笔之前很紧张，去当地查
阅了很多资料，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潮汕生活的还原、时代风貌的展现上都
下了一定功夫，努力去构筑这部作品的
内涵、精神、气质。现在回头看，《平安
批》达到了自己提笔时的预期，感到很
欣慰。”

珠海情结和匠人精神是成功关键

珠海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毗邻香港、澳
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
是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走廊，集香山文
化、中西交流文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改
革开放文化于一身。在开放包容的文化氛
围下，珠海不仅吸纳引进全国各地的文艺
精品，给市民送上丰富的文艺福利，还积极
举办全国性文艺类盛会，为各地文艺界交
流提供平台，为文化产业发展开辟空间。

过去两年，珠海以举办珠海艺术节为契
机，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共享文化艺术盛
宴、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带动群众艺术修养
和城市文化品位快速提升。2022年珠海艺
术节期间，一众文艺精品纷纷亮相。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用“展卷人”的视角，探寻画家
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青春版昆
剧《牡丹亭》一出“游园惊梦”，美轮美奂、婉
转迷人；马克西姆钢琴演奏会带领观众踏上

全新的古典跨界狂想之旅；新编粤剧《白蛇
传·情》既富有岭南特色又融汇现代艺术，让
观众领略到了粤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剧场内的演出叫好叫座，剧场外的展
出丰富多元。去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和珠
海市委宣传部首次联合推出了“青春之
城、活力之都”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展
览名家荟萃、佳作云集，突出呈现了当代
美术的多样性与创造性；中国摄影家协会

与珠海市委宣传部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珠
海共同举办中国第19-21届国际摄影艺
术展览……一系列高端展览，既为文艺家
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是一场场视觉
盛宴，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
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珠海，正从文化惠民逐步走向文化悦
民，高品质的文化生活正在滋养着市民的
生活点滴。

开放包容是城市孕育精品的沃土

3月29日，话剧《龙腾伶仃洋》作为“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作品之一，在中央歌剧院进行示范演出。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平安批》的作者陈继明。本报记者 朱习 摄

《龙腾伶仃洋》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2022年12月9日至13日，首届珠海时尚周举行（资料图）。
本报记者 梁冠贤 摄

北山文创街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亮相第二届“珠海艺术节”（资料图）。本报记者 朱习 摄 2022年12月14日晚，首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珠海举行（资料图）。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