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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整体层面为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擘画一幅蓝图，

众多珠江沿岸历史文化并没有采取有效行动进行保护。

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保护的对策

“十四五”时期，是广州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时期，为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保护带来新机遇。

在新起点上，对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保护提出新要

求。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活化保护意识、探索挖掘历

史文化资源、采取多元保护策略，以期保护好海珠区珠

江沿岸历史文化，为新时代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第一，加强活化保护意识。对珠江沿岸历史文化的

保护，不能仅仅着眼于海珠区东西部，要把目光放在被

忽视的地方。对目前还没有采取行动的地方，加强历史

文化保护宣传，增强当地人保护意识，让人人意识到保

护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同时，适时制定珠江沿岸历史文

化保护政策，运用制度为历史文化保护保驾护航。

第 二 ， 深 挖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 为 避 免 活 力 利 用 同 质

化，要大力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重点突出地理位置

因素——珠江。因珠江沿岸，诞生了一个个独特的岭南

水乡与村落；因珠江沿岸，产生了一个个对外贸易古港

与码头；因珠江沿岸，建造了一栋栋见证近代广州的骑

楼……这些丰富的历史因子，共同组建了绚烂多彩的海

珠史。此外，对社会运营的介入要适量与适度，商业开

发不可背离历史文化资源有效利用与保护。

第 三 ， 运 用 多 元 保 护 策 略 。 学 习 不 同 优 秀 历 史 文

化保护策略，制定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整体性保护

策略。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拥有不少同类型文化资

源，如位于海珠东部的海丝文化、南部的水乡文化、西

部 的 商 贸 文 化 、 北 部 的 红 色 文 化 。 整 合 同 类 型 文 化 资

源，打造四大文化带（海丝文化带、水乡文化带、商贸

文化带、红色文化带），凸显珠江沿岸历史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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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珠区的大元帅府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