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档案018号

“叔叔、奶奶，祝你们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谢谢你们抚养我长大。”烛
光摇曳，暖意融融，小女孩双手捧起蛋
糕，送到叔叔和爷爷奶奶面前，一家人
紧紧拥抱在一起，沉浸在幸福中。1
月25日晚上，江海区礼乐中心小学小
雯同学的新春愿望（爱心档案：013
号），在家人的陪伴下得以实现。

当天中午，小雯在礼乐中心小
学校长付师华的陪同下，来到家附
近的金岛西饼屋，跟着蛋糕师罗师
傅学做蛋糕。“抹奶油的时候可以边
转边抹，抹刀可以微微翘起来一
些。”小雯戴上厨师帽，穿上围裙，在
罗师傅的指导下开始做起蛋糕……
渐渐地，小雯想象中的双层水果蛋
糕有了雏形。“谢谢大家帮我完成心
愿，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我相信
付出一定会有收获。”小雯向校长和
蛋糕店老板、罗师傅道谢后，带着蛋

糕回到家，等待叔叔下班。
晚上，一家人围坐一桌，小雯请

来几位同学，还叫上平时对她照顾有
加的东红村委会工作人员佩姐，一起
为叔叔和奶奶庆祝生日。小雯高兴
地说：“这是我们家过得最热闹的一
次生日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她今
天真的特别高兴。小雯是个很懂事
的孩子，希望她健健康康，快乐成
长。”小雯叔叔说。 （文/图 罗双双）

女孩亲手做蛋糕为家人庆祝生日

圆梦通道

2024年“新春圆梦”行动，我们将继续收集追梦人的一批小心愿，并
呼吁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出手相助。有意圆梦和施助者，请通过以下方
式参与活动。

1.纸媒：本报民生版将开设“新春圆梦”专栏，不定期刊登梦想者的小
心愿及其圆梦受助信息。新春圆梦热线：13005839151，张记者。

2.新媒体：请登录、关注江门新闻网、直播江门App、江门日报官方
微博、江门日报官方微信号，留意“新春圆梦”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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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民国康有为题“紫金山馆”石匾

年代：1925年

来源：鹤山市文化馆征集所得，后移交鹤

山市博物馆

馆藏地点：鹤山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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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题“紫金山馆”石匾：

见证华侨的桑梓之情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通讯员 杜柏桦

在鹤山市博物馆，有一块镌刻着“紫
金山馆”的石匾，长196厘米、宽45厘
米、厚10厘米，“紫”“金”两字部分残缺，
依稀可辨，但引人注目的是左下方刻着
清晰可见的“康有为”三字。

这块石匾和康有为有什么关系？背
后“紫金山馆”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故
事？本期报道，让我们一起了解“紫金山
馆”背后的故事，开启一段“溯源寻根”之
旅。

海外游子心系家乡
“20世纪80年代，鹤山市文化馆工

作人员在雅瑶镇雅瑶朝阳新村（曾名莘
村、新村）下乡工作时，无意间在杂草丛
生处发现了这块石匾，上面刻着的‘康有
为’三字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展开了
研究。”鹤山市博物馆副馆长冯美华介
绍，1989年，鹤山市博物馆建馆，鹤山市
文化馆将此文物移交给博物馆，对这块
石匾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如今，石匾所在的“紫金山馆”原址
建筑已不复存在，仅存几棵龙眼树仍繁
茂苍郁。

《雅瑶镇志》的一张旧照片记录了
“紫金山馆”的原貌，这是一座具有典型
岭南特色的建筑，硬山顶、人字脊，呈三
间两廊建筑格局，门上悬挂“紫金山馆”

四字石匾，石匾左书“康有为”，右上刻着
“甲子春”。

在民国版《鹤山县志》中对紫金山馆
有着详细介绍：“在乌石莘村，陆敦骙于
一九二五年建。”

陆敦骙，鹤山雅瑶莘村人，年少时南
下新加坡，一别家乡20余年。他的父亲
陆景堂年少时到南洋经商，一直到晚年
回归家乡，希望能在归隐处建一个小馆，
以奉先灵，并取名“紫金山馆”。但可惜
的是，年事已高的陆景堂还没实现这个
愿望就去世了。弥留之时，他郑重遗嘱
陆敦骙，必须建成山馆。

甲子春（1924年），奔走海外20余
年的陆敦骙海上卧病，想起父亲陆景堂
的遗愿，下定决心回到家乡建好“紫金山
馆”。

“乙丑春归，经紫金桥，一望菱冈之
阳，佳气葱郁，左右顾盼，山川毓秀，风景
之清实所罕见，我府君一生精神全注于
此者，非无故也。”阔别多年，终于回到家
乡的陆敦骙发出感慨。1925年，紫金山
馆终于落成，后作为书屋使用，兼具教育
功能。

“不管是陆景堂还是陆敦骙，他们虽
然身处海外，但依然不忘故乡。紫金山
馆背后体现的不仅是陆敦骙对父亲的

‘孝’，更是许多海外游子心系家乡的桑

梓之情。”冯美华说。

康有为影响陆敦骙
为什么一间小小的山馆会得到康有

为的题字？陆敦骙与康有为有着怎样的
关系？

在研究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南海先
生传》中，编者陆乃翔、陆敦骙的身份折
射出了二者的关系。

陆敦骙年少时和同乡陆乃翔游学于
广州万木草堂，曾师从康有为，与梁启超
结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陆敦骙
还曾帮助康有为在家中避难。在《南海
先生传（上篇）》中，陆乃翔、陆敦骙为康
有为立传并作出“夫中国开幕维新，其功
由于康南海，此天下人所同认。康南海
未出之先，中国为一世界；康南海即出之
后，中国又为一世界”的评价。

“基于陆敦骙和康有为的这层关系，
能请到康有为题字，一切有迹可循。但
在这件文物背后，折射出的还有我们先
辈当年先进的教育理念。”冯美华表示。

受到康有为提出“以开民智而兴文
教”的教育理念影响，陆敦骙到新加坡
后，为革命奔走的同时，主要从事教育事

业。1905年，30多位侨商联合筹款创办
广肇小学（后改名为“养正学校”）。
1907年，陆敦骙受聘担任养正学校首任
校长，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至海外。

作为康门弟子，陆敦骙和陆乃翔的
思想也影响了宋森。1908年，宋森接替
陆敦骙，担任养正学校第二任校长。
1922年回到鹤山之后，宋森发动本乡华
侨捐资创办了平冈平民学校、县里第一
第二民众教育馆以及淑德女校等。可以
说，陆敦骙影响了很多海外华侨华人，他
们在海外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开民族
教育之先河，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教育工
作者。如今新加坡养正学校仍在开办，
从中曾走出了冼星海等多位知名人士。
冼星海6岁时随母亲黄苏英去新加坡，
进入新加坡养正学校，养正学校的区健
夫老师最先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并
选他进入学校军乐队，让他开始接触乐
器和音乐训练。

紫金山馆能作为书屋使用，也体现
了陆敦骙的教育情怀。“一块残缺石匾，
为我们透露了更多海外华侨的故事，这
也许就是文物的意义。”冯美华说。

↑《雅瑶镇志》的一张旧照片
记录了“紫金山馆”的原貌。

→镌刻着“紫金山馆”的石匾。

在蓬江区环市街道“双百”社工
带领下，记者来到60岁的阿爱家。

“谢谢你们来看我。”因为事先已经
通过电话联系，阿爱早早在门口等
候。谈起自己的新春心愿，阿爱有
些局促地看着简陋的房子，不好意
思地说：“家里家具都没几样，新年
想要一套桌椅，这样春节就可以坐

在桌子前吃饭了。”
因为儿子早夭，阿爱的精神状

况并不太好，还患上各种疾病，需要
常年吃药。早些年遭遇交通意外
后，她的行动也不太方便，目前独居
在一间旧式瓦顶房里，不但受白蚁
困扰，房间的通风和光线也不太
好。社工告诉记者，该房屋原本是
闲置房，缺少家具，所以阿爱才希望
通过本报“新春圆梦”行动获得一套
桌椅用于日常就餐。

（张华炽）

60岁的阿爱：

日常就餐需要一套桌椅

小雯在师傅的指导下认真做蛋糕。

我市检察机关创新侨乡地理标志农产品司法保护工作模式

“检察蓝”守护侨乡“舌尖上”的“金招牌”
新会陈皮、杜阮凉瓜、台山大米、台山生蚝、台山鳗鱼……五邑大地独特的

气候和土壤条件赋予了侨乡人民专属的味道。一个小小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让
这些原本藏在深闺的“宝藏”农产品声名远扬，成为“舌尖上”的侨乡“金招牌”。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
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检察职能，扎实开展“侨乡农产品地理标
志”专项监督活动，创新侨乡地理标志农产品司法保护工作模式，共办理农产品
地理标志行政公益诉讼案件8件，发出检察建议3份，召开听证会1次，推动侨
乡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条治理。在“检察蓝”护航下，这些农产品地理
标志“金招牌”在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下蓬勃发展，变成了农民发家致富的“金
饭碗”。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凌雪敏 通讯员 王丹

用好“金招牌”
树立地理标志品牌效应

台山蚝是广东七大产蚝基地之一，
鲜甜肥美，名扬四海。2023年2月，“台
山蚝”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这张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金
招牌’，我们看得见、摸不着，只能干着
急。”台山养殖户为台山蚝申请“身份证”
却迟迟办不下来，因为当时由于没有制
订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台山蚝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一直未真正投入使用。久而
久之，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积极性不高，品牌效应也立不起来。

沿着线索，台山市检察院聚焦养殖、
销售等供销环节进行深入调查后，对该
线索进行立案。去年10月，一场关于

“台山蚝”商标使用的磋商会议在台山召
开，台山市农业农村局、台山市市场监管
局以及行业协会就推进地理标志使用及
保护达成了一致意见。

台山市蚝业协会在台山市市场监管
局指导下迅速制订“台山蚝”团体标准，
并对申请人的资格条件进行严格审查。
团体标准刚出台，便先后有15家企业与
台山市蚝业协会签订《“台山蚝”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同时，市场
监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信息互
通，打破信息壁垒，通过组织专项抽检、
举办培训班、宣讲会以及参加大型展销
活动等有效措施，全面推动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合法合规使用。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用得好、用得规
范，有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品牌价
值，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去
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侨乡农产品地理
标志”专项监督活动在全市铺开，检察团
队走进养殖企业、农贸市场、大型商超，
全面摸排地理标志使用情况。其中，针
对企业使用“台山大米”注册商标印刷不
规范、“新会陈皮”地理商标专用标志数
量管控漏洞等问题，向相关单位提起公
益诉讼，推动其督促商标主管单位强化
责任意识、品牌意识和法治意识。

渐渐地，我市形成了党委政府、职能
部门、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的地理标志保
护合力。各县（市、区）相继举办各类农
产品文化节，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影响
力随之提高。例如，在第六届新会陈皮
文化节上，现场达成产销签约和项目投
资额超50亿元，其中新会柑（陈皮）产业
项目投资总额达38亿元，系列新会陈皮
采购意向折合人民币超12亿元；去年5
月，蓬江区举办一系列凉瓜风味与品质
评比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到当地旅游
消费，进一步构建起杜阮镇餐饮、休闲、
旅游、文化资源融合发展新格局。

把好质量关
合力筑起品牌保护城墙
杜阮镇上巷村种植凉瓜数十年的黄

叔向记者表示，在去年5月份正宗杜阮
凉瓜收成的前一个多月，假冒杜阮凉瓜
的“李鬼凉瓜”就已经大摇大摆地走向了

消费者餐桌。在某电商App，“正宗杜
阮凉瓜”“新鲜现摘”“原产地发货”等醒
目标语，让消费者真假难辨。

对于农产品来说，如果品牌是“面
子”，那么质量就是“里子”。去年4月，
在全市首宗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公益诉
讼案听证会上，相关职能部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与检察官一同走进蓬江区
杜阮镇绿茵茵的凉瓜田里，考察凉瓜种
植现状，探讨品牌保护良方。

“承诺达标合格证是连着生产者和
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新名片，更是检测监
管体系的延伸和有效的补充。”“将打击
侵权行为和引导合作招商结合，推动杜
阮凉瓜既能‘引进来’，也能‘走出去’。”
会上，大家达成了评议意见，那就是要切
实加强对杜阮凉瓜品牌的维权保护，提
高执法力度，保护杜阮凉瓜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

14家侵犯杜阮凉瓜地理标志的网
上销售商家将相关产品下架，上市旺季
期间挖掘并移送市场监管部门涉侵权线

索25条……一场检察听证会不仅打击
了一批地理商标侵权行为，还推动了行
业机制健全完善。去年9月14日，蓬江
区多部门联合签订杜阮凉瓜品牌保护协
作机制，并成立品牌保护维权办公室。
目前，杜阮凉瓜已建成并发展可溯源的
质量监控追溯体系，新增授权3家合作
社使用杜阮凉瓜地理标志和证明商标，
质量溯源二维码使用量由1.6万个上升
至3.3万个，增长率达112%。

打着江门农产品地理标志旗号卖假
货的“李鬼”同样泛滥于陈皮行业。业内
人士分析：当中大量新会陈皮低于成本
价，其产地和年份涉嫌造假。

如何保真？其要义离不开健全农产
品溯源体系建设。“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
管理系统建立于2022年，实现陈皮年份
产区可溯源。但对2021年以前生产的
新会陈皮的溯源核查工作却处于停滞状
态。”该案承办检察官介绍，调查取证找
准问题症结后，通过召开听证会，就如何
加强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展开研

究，听取各方意见，增强新会陈皮地理标
志保护工作合力。

去年4月以来，我市打击了一批新会
陈皮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全市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开展新会陈皮市场专项整治
行动，立案查处伪造或者冒用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虚假违法广告、产品信息标识不
规范、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违
法案件49件，罚没款44.83万元。

我市检察机关以检察履职促进地理
标志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全面提升了
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书写出
助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的生动注脚。

守好生态环境
保护农产品可持续发展
台山海域咸淡水交汇，得天独厚的

“海上牧场”孕育了台山蚝、台山鳗鱼这
些响当当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
枳。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独特之处，就在

其产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保护产地
自然环境资源，对促进农产品可持续发
展和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相
关负责人说。

“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不是单纯金钱
就能够弥补的，现判罚你们在涉案海域增
殖放流虾苗，快速优化保持水域生态平
衡。”在一起环境公益诉案中，廖某某、林
某某等5人在台山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
危害中华白海豚等重要物种繁衍及生存
环境，法院判决被告在台山市川岛附近海
域增殖放流5.5万尾虾苗，修复因被告本
次非法捕捞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
该案日前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联合发布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
境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据统计，去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办
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220
件，督促清理各类垃圾3380吨。其中，
突出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司法
保护，共办理涉海洋公益诉讼案件31
件。围绕“保港护航”开展“净海”专项监
督，台山市检察院针对川岛山咀至下川
航道附近、广海镇海龙湾附近长期非法
占有海域养殖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影响
海域航道通行安全的情形，及时向川岛、
广海两地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
法履职，共督促清理涉案海域蚝排、养殖
浮球等非法海洋养殖设施约21268亩。

值得一提的是，为夯实地理标志农
产品保护之基，市检察院建成了全市生
态环境公益诉讼检测实验室、自然资源
数据分析室，增强公益诉讼调查能力，共
调查核实线索63条，协助办理案件9件。

在检察助力下，江门地理标志农产
品质量持续提升，就在不久前，“台山青
蟹”获准注册国家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创新维护市场
竞争秩序的检察举措，贯穿了地理标志
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全流程。

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我市检察机
关司法赋能“百千万工程”的一个“小切
口”，新时代江门检察故事还在继续，我
市检察机关将奋力以高质量法律监督推
动区域特色农产品及产业发展走深走
远，呵护一方风味，带动一片产业，富裕
一方百姓。

2023年3月27日，蓬江区检察院联合市检察院公益诉讼快检中心、区委宣传部、杜阮镇农
办到杜阮上巷、长桥两个较为大型的杜阮凉瓜种植点进行土壤、水质取样检测。

▼我市召开督促保护
“杜阮凉瓜”品牌检察公开
听证会，邀请各相关行政
机关、行业协会及区人大
代表等参与听证并到凉瓜
种植基地实地查看凉瓜种
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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