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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区公共文体中心关于《关于新形势下福田
音乐发展推广的意见和建议》的回复意见

尊敬的人大代表：

《关于新形势下福田音乐发展推广的意见和建议》收悉。

根据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区委《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率先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典

范城区方案（2022-2025 年）》等文件精神，区宣传文化系统

实施“音乐福田”工程，努力让福田成为音乐创作的热土、

人才培养的沃土、才华展示的阔土、惠及民生的乐土。经区

公共文体中心、区文广旅体局、区文联等相关单位研究，结

合实际，现将该提案落实情况回复如下：

一、聚力文艺精品创作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注重现实主义题材，鼓励原创，以更大的努力、更有效

的举措，推动音乐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迈进。

推广本土音乐人及本土原创音乐。持续举办“飞歌福田”

原创音乐评选活动，通过搭建“飞歌福田”平台，让年轻的

音乐人有更多展示机会，把福田原创唱响深圳。依托福田商

圈，开展“福田时光乐坊”、“福田夜八点”“午间音乐会”“星

空音乐会”等线下文化活动，推介福田优秀原创音乐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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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蜗牛填词大赛”等线上活动，持

续挖掘、培养新生代填词人。在幸福福田、福田文体中心等

自媒体平台开辟“歌自福田来”专栏，每周一歌，推广宣传

福田建区以来的优秀原创歌曲。

提升艺术专干作品质量。2022 年探索成立“福田区文化

艺术专家委员会”，汇聚优秀人才，为文化单位当好参谋、

当好裁判、当好顾问、当好良师，推动福田文艺精品创作及

各类文化品牌活动高质量发展。以区公共文体中心音乐主题

馆为阵地，加强音乐作品创排工作，申报 2022-2024 年度广

东省群众文艺作品创排基地（音乐）。创作人员完成作品的

一度创作并形成作品小样后，均邀请专家进行评审，根据评

审意见再进一步打磨提升。

打造国际性音乐品牌活动。引进廖昌永、郎朗、吕思清、

方锦龙、印青等音乐名人为福田区文化顾问，为福田区协调

引进策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艺术赛事和交流活动，提升

莲花山草地音乐节、朗朗•深圳福田国际钢琴艺术节、吕思

清·深圳福田国际弦乐艺术周、方锦龙·深圳(福田)民族民

间音乐周、中国国际声乐艺术周、中国深圳双钢琴四手联弹

邀请赛等重点文艺活动品质。

联袂音乐名人打造文艺精品。联合专业院团、艺术名家

共同开展创作，打造一批影响力大、品质高、具有深圳特色

的文艺精品，并打通市级以上宣传渠道，联合知名音乐推广

平台，合力在线上线下主流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形成宣

传推广矩阵。委约著名词作家李维福、作曲家印青共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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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新时代的我们》；委约著名词作家屈塬、作曲家彭振

共同创作献礼党的二十大重点歌曲《一起幸福》，由著名音

乐家廖昌永先生演唱，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之际，邀请香港

知名音乐人，共同创作一首表达深港两地青年交心交融、携

手前行的大湾区原创粤语歌曲《深爱》，广受欢迎；策划举

办“把一切献给党”——粤港澳大湾区著名歌唱家音乐会;

与新疆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联合创作交响乐《序曲与新

疆舞蹈组曲》。

二、重点扶持精品团队

成立福田交响乐团，打造一支具有专业水准的双管编制

大型交响乐团。乐团由国际著名指挥家汤沐海先生担任荣誉

顾问，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导陈丹布教授担任顾问，中国

青年指挥家、武汉音乐学院指挥周进教授担任常任指挥。乐

团长期坚持严格训练和艺术实践，每年举办各类型演出活动

近百场。2021 年以来，乐团获得福田区委、区政府的政策支

持和资金扶持，由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统筹指导。

进一步按照“排演常态化、作品原创化、运营市场化、发展

国际化”要求，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为具有大湾区乃至全国竞

争力、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优秀职业乐团。

重视高水平文化艺术团队建设与扶持工作，群众合唱领

域涌现出星辉合唱团、秋之语合唱团、春之声合唱团等精品

队伍，这些团队在市、省、乃至国家各级赛事中多次获奖，

队伍水平、演出质量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认可。经省文化和

旅游厅评选，星辉合唱团 2022 年下半年将参加文化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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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十九届群星奖群众合唱评选。

三、坚持提升常态品牌活动

立足福田，提升经典常态化品牌活动，加强团队建设，

通过交流、引进、专家指导等形式不断提升品质，形成优质

的品牌活动项目荟萃。

持续开展“周末音乐汇”系列活动。每两周举办一次，

以声乐、合唱、器乐演奏、音乐模仿、音乐表演秀等为主要

表演形式，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参与性与娱乐性为

一体的周末系列音乐艺术演出欣赏活动。在普及辖区居民音

乐知识的同时，助力我区音乐公益品牌的打造。

不断丰富“声音书房”系列活动。以开放及分享式的舞

台形式，将广电集团飞扬 97.1 的“音乐下午茶”搬上音乐

馆的舞台，以电台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近距离的形式，尝试

以中华传统国学文化与经典音乐作品相融合的模式，以最美、

最诗意的方式带领市民朋友，从视觉、听觉、音乐和语言来

解读和感受经典国学文化意境与内涵。

创新开展“音乐纵贯线”艺术沙龙活动。以音乐为载体

邀请社会各界音乐家、学者、老师等各个专业不同领域的人

士举办和音乐相关的现场知识讲座、互动，从而让市民从不

同的领域来了解和学习音乐相关内容，从高端专业到普及大

众，提高音乐爱好者对音乐的认知能力。

坚持举办“艺术有约”百场系列讲座。采用讲座、沙龙、

分享会等形式，由区各文艺家协会推荐业内知名、成就突出

的文艺家为主讲人，分享其在专长领域的成就、体会、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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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的同时，推出一批德艺双馨的福田本土艺

术家，让文艺走向基层，深入民心，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审美修养和文学艺术素养。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文艺人才培养管理体质机制，持续引进名人名家，

建立区文化艺术人才智库，制定音乐创作奖励、激励机制，

实现以创作培养人才，用人才推动创作的良性发展。高度重

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使用，营造有利于青年人才的良好成长环

境。

推行名人引领人才培养计划。加大音乐名人对本土文艺

人才的提携和培育力度，推动与本土文艺优才的互动交流。

通过名人引进计划，邀请音乐名人举办名家艺术沙龙，开展

大师班、高雅音乐进校园等讲座，充分发挥文化名人的效应

和引领作用，开展艺术普及技能提升工作，培养、指导我区

优秀青年音乐人才，并探索打造上海音乐学院（福田）实践

基地。

推行本土文化人才涵养计划。从专业培养、发展平台、

创新激励等多方面提供强力支持，形成重视人才、发掘人才、

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氛围。实施文化骨干培训计划，

对全区基层文化骨干开展分阶段、滚动式、系统性培训，积

极选送优秀文化骨干参加国内知名院校相关专业脱产学习，

组织青年人才观摩国内外知名文艺展览及展演活动，推动交

流研讨活动常态化、规范化。

推行青年艺术家扶持发展计划。用好福田文体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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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扶持政策，对文艺创作基础环节和

重点门类、重大项目、重要作品等给予精准扶持。为创作成

果丰厚、艺术水准出众、对外影响广泛的青年文艺人才，创

设才艺展示平台，成立艺术工作室，提供资金重点扶持。

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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