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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和
美

新 会 区 大 泽 镇 莲 塘 村

“经济发展先进村”的强村富民路
作为新会区一大“网红打卡点”，莲塘村的花海每年都吸引不少省内外游客前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莲塘村在用好乡土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等方面精准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特色突出、

持续增收的经济发展之路，绘就乡村振兴和美画卷。2023年，莲塘村成为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

文/图 冯瑶君 大泽宣

昔日荒山变粉色“花海”
每到冬季，莲塘村的紫花风铃木“花

海”总会在抖音、微信朋友圈“刷屏”。
莲塘村的紫花风铃木依山种植，蜿

蜒的山路将粉色的“花海”分隔得错落有
致。据了解，2018年，莲塘村利用本村
山头坪（土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良的
自然生态环境，种植10公顷紫花风铃
木，打造享誉珠三角地区的“网红打卡
点”。2021年，莲塘村的紫花风铃木种
植面积扩大至40余公顷。2023年2月
2日，莲塘村的紫花风铃花海登上央视
《新闻直播间》。

“近年来，莲塘村累计投入1000万
元对全村进行美化改造，包括新农村建
设、人居环境专项整治、生活污水处理
等。另外，每年投入近50万元开展人居
环境常态化保洁。”莲塘村党总支书记柯
宏钊介绍道。

经过持续治理，莲塘村先后收获了
不少荣誉：“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广东
省乡村治理示范村”“江门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江门市生态村”“新会区经济发展
先进村”等。

集体家底“厚起来”
新会是“中国古典家具之都”，莲塘

村是“广作”古典家具的发源地。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选准、做

强特色产业，是实现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的重要支撑。多年前，莲塘村结合市场
研判，确定了发展红木家具产业的总体
思路，全村“一盘棋”谋划布局。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交通优
势，莲塘村大力发展红木家具产业，采用
自建厂房的方式提高资产资源的出租价
值，不断推动红木家具产业品牌化、标准
化发展。

位于莲塘村的新会古典家具城占地
20多公顷，展销中心单层面积3万平方
米，已进驻数百家红木厂商，是目前全国

颇具规模的集生产、销售、展览于一体的
古典家具专业集散地之一，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

柯宏钊表示，2009年，新会古典家
具城一经落地，莲塘村迅速调整发展思
路，积极建设商铺厂房，以实惠的租金吸
引200多家古典家具企业租赁，将以往
零散分布的古典家具经营主体逐渐汇集
到村里。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培养，莲塘村成
功吸引数百家红木厂商进驻，村集体的
红木厂房面积从最初的2万多平方米逐
步扩大到现在的7万多平方米。其中，
80%的厂房已经出租，租金大多在每平方

米13-14元，红木厂房的租金收入已成为
莲塘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2023
年，莲塘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122万元，
村组集体经济收入合计1566万元。

集体家底“厚起来”，莲塘村委会每
年为莲塘经济联合社社员（约1800人）
买新型农保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年终
派发分红款，年人均分红超过3500元。

未来，莲塘村将进一步完善和突出
本村红木家具产业优势，配套相关产业
链设施，如木材交易市场、锯木车间、
烘干房等，让厂商可以在莲塘村完成整
套生产，推动红木家具配套产业聚集发
展。

新 会 区 崖 门 镇 京 梅 村

以“武”为媒推动乡村发展
谈起新会区崖门镇京梅村，不得不说蔡李佛拳。蔡李佛拳是中华武术文化最早向海外传播的代表性拳种之一，京梅村是

蔡李佛拳的发源地。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一颗文化的“种子”，跨越时空界限、山海距离，在全世界的武术爱好者心

中滋荣生长。蔡李佛拳已成为新会区乃至江门市一张响亮的“国际名片”。

凭借蔡李佛这块“金字招牌”，京梅村以“武”为媒，以蔡李佛文化激活乡村发展“新引擎”，打造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的魅力京梅，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还入选广东“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

文/任晓盈

以“武”为媒
打造“功夫小镇”

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京梅村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加快乡村振兴建设，创
新提出“一场一中心，两巷三馆四古迹”
具体发展思路。目前，蔡李佛文化广场、
出神入化巷、梅花三弄巷、蔡李佛文化传
承中心、青少年训练馆等乡村振兴建设
项目已正式开放，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全面振兴。

每逢节假日，到京梅村观光的游客
都络绎不绝，小车、大巴停满停车场，京
梅村已成为新会区乡村旅游热门目的

地。游客走进京梅村，便会不自觉地沿
着指引路线，参观具有历史意义的弄
堂、祖庙、明代碉楼，“打卡”村巷内栩
栩如生的功夫墙画，有时，还能看到蔡
李佛弟子整齐划一、气势逼人的拳式
……随处可见的蔡李佛元素，让人沉浸
其中，心驰神往。

为抓住文旅融合机遇，让乡村既“聚
丁”又“旺财”，京梅村积极打造蔡李佛
IP文创产品，开设蔡李佛文创旗舰店，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蔡李佛文化，激活乡
村旅游消费活力。

京梅村乡村代言人、驻村第一书记
黄宇光表示：“蔡李佛文创产品是对蔡

李佛文化的活化。店内带有狮子元素
的钥匙扣、挂件、摆设和融入蔡李佛元
素衣服、抱枕等产品，受到不少游客的
喜爱。”

以“武”会友
举办盛会聚人气

2023年年初，蔡李佛醒狮迎春节目
在京梅村率先打响新春“头炮”，为崖门
镇增添了喜气；8月，来自大湾区和海外
的300名“武林高手”齐聚京梅村，共同
纪念陈享公217周年诞辰；12月，“少年
中国说”2023狮王邀请赛火热举行，来
自海内外的32支醒狮队齐聚京梅村同台

竞技，角逐“狮王”称号。
以“武”为媒，以“武”会友。每年，

京梅村都以精彩纷呈的特色节庆活动
为载体，擦亮“功夫侨村”底色，让蔡李
佛文化“走出去”，吸引蔡李佛弟子“走
进来”，向世界集中展示蔡李佛武术的
博大精深，进一步提升中国侨都“武术
之乡”文化品牌影响力，助力“百千万
工程”走深走实。

在“少年中国说”2023狮王邀请赛
中，不少参赛队伍盛赞京梅村。马来西
亚一鸣狮艺馆醒狮队团长樊育强表示：

“此次是我第二次到京梅村参加相关赛
事。京梅村是武术之乡，来到这里有一

种回到家乡的感觉，十分亲切。”顺德发
强龙母龙狮协会醒狮队会长伍国昌则表
示：“来到京梅村，我感受到浓厚的武术
文化气息，乡村振兴在这里有了生动的
写照。”

黄宇光表示，京梅村将继续举办蔡
李佛国际狮王争霸赛、蔡李佛国际武术
交流会、陈享公诞辰纪念等特色品牌活
动，同时，重点发展中国蔡李佛功夫文旅
项目，大力引进民宿、食肆等配套设施，
以乡村旅游新业态带动乡村产业大发
展，努力使京梅村成为向世界展示新会
蓬勃发展的重要窗口，成为世界体验新
会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

新 会 区 沙 堆 镇 独 联 村

走进新会区沙堆镇独联村，这条偏安一隅的小村庄让人惊艳。高大的牌楼古色古香，村道两旁是成排的高大棕榈树，周围
屋舍俨然、良田片片，一路走过去，村里环境整洁，灵菊公园、林春菊文体中心、松基公园、黑美山公园等各具特色的小公园点缀
其间，更显悠闲，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乡村让人心生向往。

这个古老的村落人文底蕴丰厚，生态资源禀赋优越。近年来，独联村做好“党建+”文章，凝聚红色合力，发挥历史文化资源
尤其是侨文化资源优势，涵养乡风，提升服务，推动农村环境不断升级、民生建设不断完善、产业发展不断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因地制宜打造独特的“侨味”乡村。

以“党建+”思维
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对于群众来说，喊十句口号，都不

如做一件实事。党建是一面旗帜，要用
好这股力量，解决村内重要事项和热点
问题。”这是独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林新庆经常说的一句话。

近年来，独联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
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着力改善村容
村貌。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构建党群共同参与的生动画面，充
分动员广大村民参与网格治理，着力将
基层治理由“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2022年以来，独联村紧抓新会区实
施“领航夯基”党建特色项目的契机，号
召“独联靓姨”志愿队等群众力量加入网
格，发挥地缘、人缘优势，成为村里的“调
解员”“情报员”“讲解员”。“独联靓姨”用
双手兜起网格内的“大小事”，在网格服
务的“大舞台”上展现别样风采，为独联
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

独联村已经形成“群众点单、组织派
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精准了解群
众需求，让乡村振兴发展成色更足。该
村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包括建设污水
处理站、升级改造村内路段、修复文体中
心舞台设施、升级改造农村幸福院、改造

自来水管……独联村党员群众的主人翁
意识提升了，美丽乡村建设更有动力，各
项工程有效推进。

另外，随着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企业落户独联村。独联村充分
发挥红色堡垒作用，为辖区群众、企业提
供更精准、更贴心的服务。独联村创新
性地将辖区企业纳入村级网格，引导企
业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构建“村企并
网、双向服务”精细化网格治理新模式，
产业兴旺内生动力更足。

以“侨”为桥
打造绿色文旅新名片

“独特风光阎闾永谱青青曲 联翩思
绪桑梓常牵赤子心”，这是独联村牌坊上
的一副楹联，也道出了独联村作为著名
侨村的独特风采。独联村现有常住人口
约3800人，而据统计，该村旅居海外和
港澳地区的乡亲有约5000人，“海内海
外两个独联”名不虚传。

除了众多独具特色的侨居建筑以
外，独联村的闸楼、道路、医院、学校等也
有着“侨”的影子。独联村以“侨”为桥，
壮大集体经济，邀请港澳青年回乡创业，
促成澳门籍乡亲回乡投资成立金燕澳葡
食品有限公司。该村还坚持设立“福利
基金会”“奖教奖学基金会”“热心杯乒乓

球赛基金”等，完善扶老、爱幼、纾困慈善
机制，与海内外乡亲同心建造美好家乡。

独联村党总支成立侨务工作领导小
组，牵头完善侨务共议、侨资共商、侨情
共享、侨乡共建的联建联动机制，为侨服
务务实有效。在全市“6·30”助力乡村
振兴活动资金的支持下，独联村打造了
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生态观光公园，认
真规划特色乡村旅游线路，大胆探索农
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未来，独联村将继续以党建聚合力，
深挖优势资源，盘活村级资源，开辟精品
乡村游路线，精准招商引资，打造绿色文
旅新名片，为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文/图 钟珍玲

因地制宜打造独特“侨味”乡村

新 会 区 三 江 镇 良 德 冲村

留住乡愁记忆 建设美丽侨村
良德冲村位于新会区三江镇东北部，下辖6条自然村，常住人口920人，有旅居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华侨4000余人。在三

江镇，一提起良德冲村，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条典型的“红色美丽侨村”。
华侨根脉，故土情深。如何将侨村的资源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动力？良德冲村有清晰的思路和做法。

打造“红色美丽侨村”
最美风景线

为打造“红色美丽侨村”最美风景
线，近年来，良德冲村投入1100万元，开
展红色美丽侨村建设项目，让良德冲村
从内到外美起来。

“我们将陆续改建侨史馆、余斌臣故
居、村心公园和游客服务中心等多个侨
村特色“打卡点”，通过‘两横一纵’村道，
将村内的人文景点串点成线。”良德冲村

党支部书记翁福群介绍，这些“打卡点”
记录了良德冲村的历史与乡愁，是海内
外乡亲的家乡记忆。

良德冲村还建立为侨服务工作站，
配备侨务联络员，具体负责侨务日常工
作，村“两委”干部、智慧网格员通过落
户走访、电话联络等方式联系侨胞，不
断完善侨情“数据库”，及时收集乡亲
对良德冲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建议。

家乡的变化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

去年11月，马来西亚砂拉越泗里街广惠
肇公会恳亲团一行59人到三江镇参观
交流，其中20多人祖籍良德冲村。恳亲
团的乡亲们看到家乡的变化后兴奋不已，
纷纷表示回到马来西亚后将大力宣传家
乡发展新机遇、新变化，动员更多乡亲参
与家乡建设，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尽力。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让乡村更有活力

良德冲村的变化，不仅在于留住乡愁

记忆。
漫步在德冲村，笔直干净的柏油路

向四面八方延伸，鸟儿叫声清脆，令人心
旷神怡。与之相匹配的，是一座座崭新、
宽敞、干净的楼房。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乡村经济
和改善村民生活的重要手段，随着“百千
万工程”在三江镇如火如荼地推进，良德
冲村建起了书室、文化苑、文化楼、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等，服务更便民。

接下来，良德冲村将全面推进“百

千万工程”，进一步完善美丽侨村建
设，以良德冲村党群服务中心为圆点，
辐射配套建设侨史馆、余斌臣故居、村
心公园和游客服务中心等多个“侨”特
色“打卡点”。

目前，已完成侨史馆等项目的外观
图纸设计，正全力推进村级物业增持计
划，壮大集体经济。依托“双碳”产业园，
推进生活商服配套建设，满足园区职工
住宿需求，打造集公寓、农贸市场、餐饮
和娱乐一体的商贸中心。

文/图 冯瑶君 三江宣

每到紫花风铃木花开的时节每到紫花风铃木花开的时节，，总有不少市民游客到大泽镇莲塘村打卡总有不少市民游客到大泽镇莲塘村打卡。。

京梅功夫侨村是国家京梅功夫侨村是国家33AA级景区级景区。。 崖门镇供图崖门镇供图

三江镇良德冲村随处可看到美丽的墙绘三江镇良德冲村随处可看到美丽的墙绘。。

沙堆镇独联村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沙堆镇独联村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绿色文旅新名片打造绿色文旅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