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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塘村是一条干净美丽的村落，它由
旧村、大兴、大安、连福里、安丰里、大胜里
等11条自然村组成。村子四周多种树木，
郁郁葱葱，枝繁叶茂。这里没有奇山秀水，
但多个池塘布局其中，与水为邻，明清时期
遗留下来的古建筑构件、青砖瓦房、黄泥屋
都隐现在众多现代民居当中，彰显了这条
古村落浓厚的历史气息。

站在村中，举目之处皆有碉楼。它们
散落在村子四周，既有与低矮平房为邻的，
也有立在茂密丛林边上的，大片绿色稻田
在碉楼下绵延，构成了独特的侨乡景致。
黎塘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张伟成告诉记者：

“黎塘村有8000多人，旅外乡亲4000多

人，村民90%以上都是侨眷，也被誉为‘恩
平华侨历史第一村’。”

据介绍，黎塘村碉楼多建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它承载着民居功能，起码两层
以上，采用西式外立面，建材各不相同。有
的使用海外进口的钢筋水泥，有的采用传
统青砖，还有的使用当地特有的舂墙方式
建成。黎塘村碉楼旧时多兼具商业属性，
如1929年建成的天锡楼，底层旧时是杂货
铺；建于1928年的熙孟楼曾是药行，宗谱
楼则写有“米铺”二字。不论是自家居住还
是商业用途，黎塘村碉楼都建有瞭望台，装
有铁窗，留有枪眼，具备防御性质。

“100年前，这个村里各幢碉楼间就能

以电话互通情报，盗匪一来，大家齐力捉
贼，精诚合作，确保一方平安。”张伟成说。

黎塘村的“威水”史不仅仅是100年前
就装有电话，而且1924年就有了客运公司，
次年又集资建成全长约7.5公里的黎塘公
路，车站设在船角圩圩口，有福特汽车2辆
用于营运。村里还成立了水利会，从广州购
回一套风力抽水机，安装在锦江河畔，架设
起25米的高铁塔，塔顶装上大风车，靠风力
带动机械抽水，有效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

电话、福特公交车和大风车等现在都
已不存在了，唯有37座碉楼依旧，历经百
年洗礼，融为古村落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
至今仍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

恩平市是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的故乡；
而在黎塘村，一名航空女杰也让黎塘人引
以为傲。

“张瑞芬是我们黎塘村人的骄傲，也是
全体中国人的骄傲！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
特技女飞行家，更是爱国爱乡的女英雄！”
黎塘村民告诉记者。走进黎塘碉楼文化广
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伫立在广场中央的
航空女杰张瑞芬铜像。为了让外人更了解
张瑞芬的故事，黎塘村还建造了一座张瑞
芬纪念馆，于2017年11月建成，如今已成
为黎塘村一张独特的人文名片。纪念馆的
四面墙壁上挂满了张瑞芬的事迹资料和历
史图片，讲述着其传奇而辉煌的一生。

张瑞芬1904年出生于黎塘村一个华侨
之家，高中毕业后赴美。在孙中山先生“航空

救国”理念的启发激励下，她立下航空救国的
志向。她在一首诗中写道，“莫谓国中无杰
出，一飞直上九重天”，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

1931年，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张瑞
芬考入美国林肯航空学校，是校中唯一的
女生。1932年3月，她考得美国私人飞行
执照，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私人飞行执照
的中国女子。

1934年4月，张瑞芬被吸收为最出色
女飞行员才能加入的美国妇女航空协会，
成为加入此协会的第一位亚裔飞行员。
1935年，经过严格考核，张瑞芬又取得商业
（国际）飞行执照，成为第一位拥有最高级别
飞行执照的中国女性。张瑞芬参加过多次
高难度的飞行大赛。在黎塘村张瑞芬铜像
托上刻有她在11年飞行历程中创下的“八

个第一”和“十二个唯一”的飞行荣誉。
张瑞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飞行家，更

是一位爱国者。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
后，她先后驾机飞抵三藩市、芝加哥、圣地
亚哥等众多华侨华人聚居的城市，宣传抗
日救国和航空救国。她曾对华侨发表激情
演说：“鉴于祖国多事之秋……航空救国是
唯一目标，将来得机会，返回祖国，效力疆
场，以尽‘匹妇救国’之责。”

“张瑞芬的爱国精神、一飞冲天的大无
畏气概和举世绝伦的飞行特技都令世界航
空界震惊、钦佩。我们打造张瑞芬纪念馆，
就是希望通过宣传张瑞芬的爱国精神及奋
斗事迹，激励年轻后辈，传承

‘黎塘精神’。”张伟成表
示。

黎塘碉楼文化广场是黎塘人近年来
一直深耕不断、展现黎塘文化的地方。这
个于2016年12月正式落成的文化广场再
次为黎塘创造了一个“第一”——恩平规模
最大、标准最高的村级文化广场。

黎塘碉楼文化广场面积达12350平方
米，总投入370多万元，全部资金来自海内
外乡亲捐款、社会团体捐助和政府新农村
建设扶持补助。广场周围有10幢碉楼环
抱相映，树木叠翠，花卉吐艳。场地平坦开
阔，铺设花岗岩，场内灯饰五彩缤纷，设有
露天舞台，广场正面屹立着世界首位特技
女飞行家张瑞芬铜像。

场中设有独特的文化廊，展现了黎塘
立村以来的灿烂文明史、乡民纯朴而传统
的民间习俗，以及上世纪以来黎塘多位杰

出乡亲的光辉事迹。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当地政府投入90多万元对黎塘
碉楼文化广场实施“亮灯工程”，在广场
周边的6栋碉楼上装设灯饰，灯光以金黄
为色调，把碉楼建筑结构轮廓和层次烘
托得更加端庄大气，实现了功能性、观赏
性、艺术性有机结合，形成独特的“碉楼
夜景”。

离广场最近的被刷成耀眼土黄色的宗
谱碉楼如今正在装修，这座有着主、副楼的
建筑物将被打造成为黎塘村史馆，向世人
展现立村以来的黎塘村史及风土人情。

“接下来，黎塘村将继续以推进‘侨’文
化建设为工作重点，借助侨力、打好‘侨’
牌，吸引华侨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修

桥建路，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让这座充满厚重历
史的村落焕发新的光
彩。”张伟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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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张瑞芬纪念馆 传承“黎塘精神”B

侨资源丰富 被誉为“恩平华侨历史第一村”A

建村史馆 打好“侨”牌谋发展C

市旅游发展促进会负责人何岩：
把“第一”这篇文章做透做精做深

不可否认，黎塘村作为拥有多个“第一”的村
落，其荣光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尤其
是村贤敢为人先的创新与拼搏精神，为我们树立
了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后人奋发争先。

首先，把“第一”这篇文章做透做精做深，也
就是说，通过史海钩沉，深挖村史，打造重要的
人、事、物的村落场景，立体呈现村落重要的节点
文化，讲好村落故事。

其次，想方设法引入一些影视创作力量，争
取把黎塘村打造成为常设性的影视创作与拍摄
基地村，以影视作品为载体，提炼主题，取景取
材，再现村落历史沿革和人物故事，进一步宣传
推广村落文化，提升外在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另外，可以利用现有的民居或碉楼，配套一
些有村史特色的民宿和农家菜特色的小餐
馆，吸引更多摄影爱好者和院校专业学生
前来艺术创作体验生活。

黎塘村作为社会正能量的一种化身，不仅
是华侨华人的精神家园，也是宝贵的文化和旅
游资源，是人们记忆深处的乡愁，而这一切，恰
恰是人们行走的力量。在乡村文化大行其道
的今天，黎塘村文旅资源利用和开发，无疑为
江门的全域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恩平裹粽

一条小小的粽子，一份独特的家乡味道，恩
平裹粽是许多恩平人记忆里最难忘的一道美味，
也是深植于50多万海内外恩平乡亲的乡味、乡
愁，更是恩平人传承传统文化的承载物及方式。

据《恩平县志》等资料记载及粽子在晋代被
定为端午食品的历史沿革，恩平裹粽历史已有
1600多年。裹粽是黎塘村的一道传统美食，以
黎塘村裹粽为代表的恩平裹粽，裹扎十分讲究，
必须运用编织技法将粽体紧紧裹住，裹扎的起
手式必须双手捧着粽叶开始，以示虔诚和感恩。

因裹制礼俗蕴含着丰富的感恩、崇德、祈福等
传统文化，技艺精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21
年，恩平裹粽入选恩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时代的发展，恩平裹粽慢慢从传统应
节食品变成恩平特色小吃，还发展成为恩平特
色产业，备受恩平市民和四方游客喜爱。如今，
无论是在恩平的各大餐厅、早餐店，还是在全国
各地的超市、酒店，都能找到恩平裹粽的身影，
尝到那一份独特的恩平味道。

恩平市君堂

镇黎塘村本名藜

塘，相传因村前池

塘形状似犁，而犁

与藜同音，故取名

藜塘,后演化为黎

塘。黎塘先祖张

氏原居河北，为避

战乱，南迁至广东

南雄珠玑巷，随后

有后人于明朝嘉靖

年间辗转来到黎

塘，见这里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流水

潺潺，从此定居。

繁衍至近现

代，黎塘村人才辈

出，创造了多个恩

平“第一”：第一个

通电话线路的村

落、创办了恩平第

一本侨刊，拥有恩

平第一间侨联大

厦、恩平乡村第一

个 汽 车 客 运 公

司。该村有37座

碉楼，冠绝恩平，

也为整个广东乃

至全国村一级所

罕见。黎塘村孕

育了华侨华裔第

一位杰出的特技

女飞行家和唯一

载入美国航空史

册的华侨女飞行

家张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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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塘村有黎塘村有3737座碉楼座碉楼，，遍布于村中遍布于村中。。

黎塘村由11条自然村组成，这是其中之一的旧村。

→位
于村中碉
楼文化广
场的航空
女杰张瑞
芬雕像。张瑞芬纪念馆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