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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
市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第 20210119号

提案答复的函

童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唐家湾古镇匾额楹联保护利用的提案》

（第 20210119号）收悉。经综合我区相关职能部门意见，现将

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建立唐家湾古镇匾额楹联文化区

珠海高新区近年来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

2015年以来，更立足于主园区唐家湾镇，以构建珠海文化符号

的格局，梳理传统文化资源，厘清传统文化基因，发现传统文

化价值，先后投入 8000多万元，修缮唐家三庙、望慈山房、唐

家瑞芝祠、会同莫氏大宗祠、淇澳钟氏大宗祠等 40多处重要古

建筑，在对整座古建筑（含匾额楹联）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令法规及相关

文件规定，参照《威尼斯宪章》等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在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

文物修缮工程设计、施工等各环节中切实按照“真实性原则”“四

保存原则”“可读性原则”“最少干预原则”“可逆性原则”等原则，

对文物建筑进行了有效保护。同时，在文物活化利用中充分尊

重文物的区域性和独特性，强调文物建筑的社会性和公益性，

将维修好的文物建筑主要建立村史馆、非遗传承基地、市民艺

术中心、社区书屋、博物馆、展示馆、公益讲堂等，进行文物

建筑展示及陈列布展，开展文化活动，发挥服务功能，让文物

建筑活在当下，为社会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现今，

珠海高新区依托文物古建筑共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 9个村史馆、

7个非遗传承基地和一批特色文博场馆，接受企业、高校、旅游

团体等社会各界参观学习，年接待量约 40万人次。在对文物古

建筑的整体保护与利用上，基本吻合您对于“建立唐家湾古镇匾

额楹联文化区”“利用唐家湾古镇的匾额楹联传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工作思考。

二、采用多种方式宣传唐家湾古镇的匾额楹联

2019年，郭永航书记对唐家湾唐宝臣家族后人唐嘉乐《致

珠海市领导的信函》的批示中指出，要加强唐家湾历史人文资

源的保护和利用，进一步挖掘、梳理唐家湾传统文化，做到“保

护好、集成好、包装好、宣传好”。按照批示精神，珠海市、高

新区领导高度重视，主动沟通，立足高起点、高质量、全方位

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擦亮和切实用好唐家湾“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文化名片的高度，先后召开多次会议专题研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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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由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高新区管委会共同编制珠海

系列丛书，由高新区社会事业局、高新区（唐家湾镇）文化中

心与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珠海市唐廷枢历史文化研

究中心等单位具体负责合作编撰“唐家湾历史文化丛书”。该丛书

按历史人物、古建筑、传统村落、民俗民风等分门别类，首批

计划出版 6本，其中包括《唐家湾碑刻集》，辑录对象为唐家湾

镇内的相关碑刻（含楹联），包括下辖自然村和其所处的凤凰山

和大南山区域，并以志、文、图等多种方式展示。该书出版发

行后，亦将纳入珠海市图书馆、珠海高新区图书馆、澳门大学

图书馆等多处图书馆藏书，多渠道宣传唐家湾古镇的匾额楹联，

该项工作的开展有力涵盖了您提出的“多种方式宣传唐家湾古镇

的匾额楹联”“做好唐家湾古镇匾额楹联保护工作”等建议。

三、建设唐家湾博物馆

自 2018年起，珠海高新区开始启动建设唐家湾博物馆工作，

馆内将通过整合唐家湾全域历史沿革、乡土文化、民俗风情、

特色成就资源，运用文字、图片、音像等多种陈列形式，全方

位展示唐家湾历史传统文化，彰显民俗特色，展现社会发展变

迁。下一步，珠海高新区将充分吸纳您的建议，有计划地科学

制定保护利用措施和方案，按照轻重缓急，活化利用文物古建

筑，打造一批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文博场馆。同时，将充分利用

政务新媒体、主流媒体平台，通过文章、短视频等方式做好唐

家湾古镇的匾额楹联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知名度。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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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新区亦积极学习广州、深圳、佛山等周边城市民间博物

馆先进管理、扶持经验，从政策入手鼓励民间博物馆的发展，

做好做精，展示唐家湾古镇匾额楹联的艺术价值及优秀的历史

文化。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

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 7月 2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柳，3388408）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