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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引领是一种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软实力”与“硬功夫”协调、碰撞出的*强音
，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头脑资本”演化、裂变、提升出的全新导向思维和战略决策。
南海人在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全球视野中，把握发展规律与时代精神，浓墨重彩描
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蓝图，为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内容简介

佛山南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西樵山的文采风流、氤氲雅韵，实乃岭南文化的正
脉。经历千百载的传承、赓续，文化精神融入南海人的灵魂、血脉，成为割舍不掉的基
因。南方明珠，殷富之地，有为之乡，在近现代历史上流光溢彩、耀眼夺目。扬帆击楫
行万里，勇立潮头唱大风，文化的使命和时代的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驱使南海人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改革开放后，南海从桑基鱼塘起步，由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
，再跃升为制造业名城，现代文明的朝阳冉冉升起。在20世纪90年代流行一时的百强县
排名中，南海总能占据前列，“南海模式”成为各地学习的榜样。没有一劳永逸的发展
模式，时代在变、政策在变、环境在变、观念在变，区域发展的格局也在变。大概在200
3年后，南海原有模式的优势渐失，昆山、张家港、萧山等“追兵”开始赶上来了。曾经
的岭南水乡，因为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落后生产，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甚至出现内河涌
发黑、发臭。正如相关媒体报道，南海拥有“南海模式”曾经的荣耀，却也背负着工业
化初期积累的创伤。率先发展的南海，也率先背上了“高投入、重污染、技术含量低”
的“三宗罪”。需要更高的智慧来解决区域转型升级问题，固有的文化气质决定了南海
人的突破路径。2003年设置佛山市南海区，新的文化抱负与愿景渐次形成。同年，南海
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区”的目标。经济强区做文化，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
选择。只有强化文化的终极价值，才能解决发展方向问题。由此，南海的目标是要将南
海建设成为一个魅力无穷、活力无限的岭南文化高地，按照五星级的标准，建设五星级
的家园，让南海人都能充分享有发展的成果。如何创造性地打造文化增长型城市，南海
人的思考和求索不断深入。2010年，南海在积聚了多年的文化能量之后，在历史、现实
与未来的三维坐标上找到了新的切入点，文化引领战略由此在这个古邑新区率先得到了
全方位的实施。此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的简称）、中共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简称）及广东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中都提到了文化引领的重要性，中央和广东分别作了相应阐述。这无疑让
南海实施文化引领战略有了更充足的底气。在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语境中，来自
区县的探索经验值得珍视。“文化引领”这个概念是宏观架构与微观手段的结合，南海
从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城市建设、环境再造、社会和谐的思路出发，践行科学发展观，
建设幸福生活，创新文化行政管理机制，经营思想市场，以主流价值体系构建现代城市
人文精神的支撑，这为我们研究“大文化”提供了典型样本。本书是一部考察南海文化
引领战略及其实践的学术性著作，全书除引论、第一章、结语外，主体内容分为八章。



引论和第一章是全书的总纲。这部分从全球视野出发，从社会转型升级角度着眼，立足
于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语境，重点结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对南海的文
化发展进行历时态扫描，阐明新形势下实施文化引领战略的必要性，并对文化引领的内
涵、实施路径及动力机制进行探讨。主体部分的八章，分别从完善文化体制、文化与经
济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介入城市规划、文化与旅游融合、文化提升公民素质、文
化引领和谐社会、文化评估体系构建等方面，对南海实施文化引领战略的具体理念、路
径和成效等进行梳理、审视，对其实践经验进行阶段性小结。结语总结全书，阐明南海
实施文化引领战略对于区域发展的某种典型意义。事实上，文化引领是一个动态探索的
过程，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磨砺、升华。文化原本是恒久的事业，累世的浸润方能造就
成熟的文化风骨和都市人格。我们的研究也不是最终的结论，本书如能引发更多关于文
化引领的探讨，善莫大焉。早在2010年，南海率先全方位实施文化引领战略。这是岭南
热土思想解放、创造力旺盛、“生猛鲜活”的极佳写照。南海的前瞻性思维和创造性经
验，为新世纪的广东和中国提供了形象而具体、切实而生动、深刻而复杂的发展案例和
典型样本。 佛山南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西樵山的文采风流、氤氲雅韵，实乃岭
南文化的正脉。经历千百载的传承、赓续，文化精神融入南海人的灵魂、血脉，成为割
舍不掉的基因。南方明珠，殷富之地，有为之乡，在近现代历史上流光溢彩、耀眼夺目
。扬帆击楫行万里，勇立潮头唱大风，文化的使命和时代的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驱
使南海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改革开放后，南海从桑基鱼塘起步，由农业经济进
入工业经济，再跃升为制造业名城，现代文明的朝阳冉冉升起。在20世纪90年代流行一
时的百强县排名中，南海总能占据前列，“南海模式”成为各地学习的榜样。没有一劳
永逸的发展模式，时代在变、政策在变、环境在变、观念在变，区域发展的格局也在变
。大概在2003年后，南海原有模式的优势渐失，昆山、张家港、萧山等“追兵”开始赶
上来了。曾经的岭南水乡，因为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落后生产，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甚
至出现内河涌发黑、发臭。正如相关媒体报道，南海拥有“南海模式”曾经的荣耀，却
也背负着工业化初期积累的创伤。率先发展的南海，也率先背上了“高投入、重污染、
技术含量低”的“三宗罪”。需要更高的智慧来解决区域转型升级问题，固有的文化气
质决定了南海人的突破路径。2003年设置佛山市南海区，新的文化抱负与愿景渐次形成
。同年，南海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区”的目标。经济强区做文化，这是一
种合乎逻辑的选择。只有强化文化的终极价值，才能解决发展方向问题。由此，南海的
目标是要将南海建设成为一个魅力无穷、活力无限的岭南文化高地，按照五星级的标准
，建设五星级的家园，让南海人都能充分享有发展的成果。如何创造性地打造文化增长
型城市，南海人的思考和求索不断深入。2010年，南海在积聚了多年的文化能量之后，
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维坐标上找到了新的切入点，文化引领战略由此在这个古邑新
区率先得到了全方位的实施。此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简称）、中共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简称
）及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中都提到了文化引领的重要性，中央和广东分别作了相应阐
述。这无疑让南海实施文化引领战略有了更充足的底气。在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
语境中，来自区县的探索经验值得珍视。“文化引领”这个概念是宏观架构与微观手段
的结合，南海从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城市建设、环境再造、社会和谐的思路出发，践行
科学发展观，建设幸福生活，创新文化行政管理机制，经营思想市场，以主流价值体系
构建现代城市人文精神的支撑，这为我们研究“大文化”提供了典型样本。本书是一部
考察南海文化引领战略及其实践的学术性著作，全书除引论、第一章、结语外，主体内



容分为八章。引论和第一章是全书的总纲。这部分从全球视野出发，从社会转型升级角
度着眼，立足于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语境，重点结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
，对南海的文化发展进行历时态扫描，阐明新形势下实施文化引领战略的必要性，并对
文化引领的内涵、实施路径及动力机制进行探讨。主体部分的八章，分别从完善文化体
制、文化与经济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介入城市规划、文化与旅游融合、文化提升
公民素质、文化引领和谐社会、文化评估体系构建等方面，对南海实施文化引领战略的
具体理念、路径和成效等进行梳理、审视，对其实践经验进行阶段性小结。结语总结全
书，阐明南海实施文化引领战略对于区域发展的某种典型意义。事实上，文化引领是一
个动态探索的过程，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磨砺、升华。文化原本是恒久的事业，累世的
浸润方能造就成熟的文化风骨和都市人格。我们的研究也不是最终的结论，本书如能引
发更多关于文化引领的探讨，善莫大焉。早在2010年，南海率先全方位实施文化引领战
略。这是岭南热土思想解放、创造力旺盛、“生猛鲜活”的极佳写照。南海的前瞻性思
维和创造性经验，为新世纪的广东和中国提供了形象而具体、切实而生动、深刻而复杂
的发展案例和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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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近现代以来，岭南的崛起，文化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易中天所说：“在
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
、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
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对本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
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
，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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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曰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
’。”易中天：《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岭南文化引领时代风骚，对推
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无疑做出了深远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重放异彩。广
东作为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孙家
正曾指出：“广东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开风气之先，广东人每天都在创造着新的生
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不能仅仅看成是经济上的成果，实质上它也是一种文
化的成果。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它对全国的贡献不止是那些看得见的数字，
我认为最核心的还是文化，广东人所创造的文化对全国有巨大的贡献，形成了一些适应
时代所需、符合我们国情的新的文化理念。”《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广东对全国贡献的
核心是文化》，《南方日报》2005年4月13日。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领先全国之后，广东
已经不满足于经济强省的地位，而寄望在全国占领文化制高点。2010年7月，广东省委十
届七次全会专题讨论了文化强省建设工作。会议通过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
2011—2020年)》，提出要把握大势，与时俱进，肩负起建设文化强省的历史使命。2012
年5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突出文化引领。在
该报告中强调，没有文化支撑和精神富足，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广东；要以建设文
化强省为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文化事业，壮大
文化产业，积极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充分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要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知足常乐的社会心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幸福
观；要大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大力宣传和实践“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要着力提升全民思
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全面参与建设幸福广东的意识和能力；要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运动，深入实施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倡导文明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广东
在落实科学发展主题、加快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正积极探索文化引领实现幸福广东的新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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