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央视镜头在岭南骑楼间流连忘返，当主持人撒贝宁面对金山火蒜直呼“直击天灵盖”……这场始

于味蕾的文化解码，在《三餐四季》广东篇的荧屏上迸发出惊人能量：原来“中国侨都”江门的烟火气里，

竟藏着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

舌尖上的乡愁记忆，足尖下的侨史年轮。530多万江门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织就的文化经纬，

早就将山海之鲜酿成乡愁密码，把闯荡四海的故事刻进砖瓦肌理。

当前，江门充分发挥侨乡和滨海特色，构建文化历史、侨都美食等多元旅游产品体系。可以说，这座

城市给全世界备好了三副碗筷：一副盛着“世界名厨之乡”的烟火气，一副夹着“中国侨都”的闯荡史，还

有一副专门留给想来解锁隐藏副本的你。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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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江门 侨联世界
从《三餐四季》看侨都舌尖与足尖的“对话”

侨乡风味里的文化密码
“食物即文化”，《三餐四季》节目中陈

立教授的这句解读，恰是江门美食的生动
注脚。

这座让央视镜头都“吃嗨了”的“中国
侨都”，根本就是个巨型宝藏——凭借山
海交融的地理禀赋与数百万侨胞的全球
足迹，将食材的“鲜”与文化的“浓”熔铸成
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

自然馈赠的“鲜”。江门坐拥珠江三
角洲最丰饶的物产基因：新会陈皮以“三
年成药，百年成金”的传奇，连续三年蝉联
中国农业品牌影响力榜首。杜阮凉瓜的
苦后回甘、台山生蚝的肥美鲜甜，无一不
彰显着“湾区菜篮子”的底气。16个地理
标志产品、11个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让江门成为“从田间到舌尖”的美食原产
地标杆。

“这味道直击天灵盖！”《三餐四季》广
东篇中，撒贝宁面对开平金山火蒜的辛辣
冲击，给出最生动的评价。这颗历经烟熏
火燎的蒜头，不仅点燃了节目的味蕾高
潮，更揭开了江门美食与侨乡文化交织的
千年故事。

文化交融的“浓”。如果说食材是江
门美食的骨骼，侨乡文化则是其血脉。南
宋宫廷御厨南迁带来的古井烧鹅秘方，在
五邑大地传承700余年，化作“皮脆如琉
璃、肉嫩似豆腐”的极致口感；金山火蒜以
烟熏技艺锁住辛辣，更封存了华侨远渡重
洋时的乡愁——早年下南洋的侨民行囊

中必藏此物，因其耐储特性成为思乡时的
味觉慰藉。炉底糍（华夫饼的本地改良
版）、簕菜奶茶（清热解毒野菜与时尚饮品
的碰撞）等创新美食，则见证了中西文化
在侨乡餐桌上的百年“对话”。

2020年，江门被国际饭店与餐馆协会
授予“世界名厨之乡”称号，这一殊荣绝非
偶然。

从“一盅两件”的早茶文化到“无鹅不
成宴”的饮食传统，江门人将烹饪技艺升
华为文化仪式。正如古井烧鹅非遗传承
人吕日新所言：“一只鹅要经18道工序、荔
枝木烤制70分钟，才能成就‘岭南第一烧’
的美誉。”而今，这道美食已通过预制菜走
向全球，年产值超2亿元的古井烧鹅街更
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

江门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大
力发展文旅经济，强调要构建文化历史、
侨都美食等多元旅游产品体系。

当前，江门正以美食为支点，撬动文旅
经济。古井烧鹅街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产值超2亿元；簕菜文化创意园融合乡村游
与科普教育，两年吸客30万人次；预制菜
产业让侨味突破地域限制，登上全球餐桌。

正如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宋旭民
所言：“一道战略级美食，足以让世界记住
一座城。”

侨乡文旅的时空对话
美食诱人，美景更动人。当《三餐四

季》的镜头掠过“开平碉楼与村落”、上川
岛、雪山公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等景区

景点，当节目“三餐四季厨房”聚焦开平赤
坎华侨古镇的骑楼群……央视镜头在侨
乡江门展开了一场味觉与文化共振的发
现之旅。

行走在江门，每一步都踏着文化的年
轮。作为“中国侨都”，江门有530多万港
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遍布全球，市内处处
可见侨乡文化印记，侨文化、侨资源突出。

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江门已形成
“碉楼、温泉、海岛、生态、美食”五大旅游
资源和品牌，拥有36个A级景区，更是全
国少有、广东唯一同时拥有2项世界遗产
的城市。更令人惊叹的是，梁启超故里的
文脉滋养出34位院士的智慧光芒，新会陈
皮炮制技艺等8项国家级非遗则在现代生
活中焕发新生。

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江门以宣传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题，让文化资源转化为
城市IP。近年来，江门充分发掘丰厚文化
资源，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市高质量发展，
持续擦亮世界遗产的代表地、影视资源的
富矿地、华侨文脉的传承地、文旅融合的
标杆地等“10张城市文化名片”，成功实现
城市显示度、美誉度的有效提升。

曾经的侨乡记忆化作刷屏流量：赤坎
华侨古镇骑楼群在《一代宗师》取景后成
为影视打卡地，百年侨批档案通过数字展
陈变身“网红”情感博物馆。这种古今对
话的创新表达，使城市美誉度随《狂飙》等
影视作品的热播持续飙升。

龙头项目引爆全域旅游。近两年，江
门持续提升赤坎华侨古镇运营水平，打造

成集华侨文化、乡村振兴为一体的展示平
台，成为广东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文
旅新地标。同时，持续提升中国侨都华侨
华人博物馆、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纪念
馆等文化类旅游产品运营水平。

拒绝同质化的文旅开发，江门探索出
独具侨味的“沉浸方程式”。开平蚬冈镇
将“碉楼之王”瑞石楼与“煲仔饭剧场”相
结合，让游客在品味市井烟火时触摸历
史；台山海宴镇以红树林生态串联东南亚
风情村落，打造“中国版马尔代夫”。这种

“历史+生态+美食”的“混搭”，让江门成为
大湾区罕见的“全域沉浸式体验区”。

侨乡的文旅抱负不止于湾区。依托
两项世界遗产和遍布世界的海外侨胞，江
门以“侨”为桥拓展国际市场。侨博馆“银
信展”引发情感共鸣，侨乡美食节吸引多
国游客；策划湾区文旅直通车，充分用好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吸引更多游客来
江门寻宝。

这种双向奔赴在今年“五一”假期得到
印证——282.81万人次游客、16.86亿元旅
游收入，彰显了这座城市的文旅吸引力。

烟火江门，侨联世界。透过央视镜
头，当古法火蒜遇见现代食客，当百年骑
楼拥抱青春浪潮，江门正以美食为媒、建
筑为窗，向世界展示侨乡的厚度与温度。
这里的一蔬一饭，承载着华侨“闯金山”的
坚韧；一砖一瓦，凝固着游子落叶归根的
深情。

“中国侨都”的故事，正如新会陈皮的
陈香，历久弥新，飘向四海，邀您挖掘。

江门日报讯 （记者/刘淑
君） 5月12日，江门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陈白沙故
事”及其教育实践基地、研学实践
基地举行授牌、揭牌仪式。陈白
沙中学被授予“陈白沙故事”教育
实践基地称号，陈白沙纪念馆被
授予“陈白沙故事”研学实践基地
称号。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思想
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岭南古
琴第一人、“岭南心学”的奠基者，
其留下的故事蕴含深厚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价值。

近年来，我市致力于打造“岭
南心学的发源地”这一城市文化
名片，作为“陈白沙故事”保护单
位，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
积极搜集整理“陈白沙故事”作为
民间文学并积极开展非遗申报工

作，其主办的《炎黄天地》杂志刊
发“陈白沙故事”超100篇，成为
我市传承和弘扬“陈白沙故事”的
重要平台。2024年，“陈白沙故
事”作为民间文学，入选我市第十
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
研究员梁炳尧表示，本次活动标
志着市级非遗“陈白沙故事”实现
了文化传承与教育实践的融合发
展，有助于进一步擦亮陈白沙文
化品牌，促进白沙文化及“陈白沙
故事”在我市的普及和发展。接
下来，《炎黄天地》杂志将进一步
系统全面刊发陈白沙先生生平事
迹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大力开展
白沙文化进校园活动和白沙文化
研学活动，并运用短视频、故事会
等方式，大力弘扬白沙精神。

江门日报讯（罗双双） 近
日，江门市教育局、江门市科技
局、江海区政府携手中国科学院
大学应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在江海区高新第一小学（以下简
称“高新一小”）举办江门市科技
赋能校园安全交流活动。省委教
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程大欣，副市长周佩珊出
席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教
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中“促进人工智能助力
教育变革”要求的重要举措，提
升校园安全智能化管理能力。
此前，江门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
建江海智慧安全应急联合实验
室，聚焦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与应

急能力提升，以科技赋能校园安
全管理创新发展。高新一小智
慧安全校园示范系统是该实验
室基于应急管理2.0概念，将新
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校园安全
管理，实现即时感知、反应迅速、
智能应对的应急管理模式，这是
江门市科教系统利用科技手段
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的生动
实践。

活动中，程大欣、周佩珊，以
及市发展改革局、市教育局、市科
技局、江海区、国科大广州分院、
国科大应急管理学院等单位负责
同志为高新一小启动智慧安全校
园示范系统运行按钮，标志着我
市校园安全管理向智能化、精细
化迈出关键一步。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吴中垚）近日，由团市委
主 办 的 2025 年“ 江 门 青 年
说”——江门青年助力现代化产
业体系发展宣讲会成功举办。活
动邀请4位奋战在“百千万工程”
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一线的青年代
表，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激励更多
青年投身江门高质量发展浪潮。

宣讲会上，4位青年代表围
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等主
题分享他们的奋斗故事。其中，
今年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
得者、江门市饷裕农业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伟钊介绍了
他返江创业后，积极推动新会柑
普茶产业发展壮大的奋斗历
程。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
委、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亮新围绕

“青年助力科技智造”主题，分享
他带领研发团队建立起全技术
链的自主核心技术平台，推动润
宇传感器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广东省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的故事。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通过青年夜校、侨都青年
研学社等学习平台，组织青年增
长自身视野、钻研业务知识，成为
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团市委将
以“三乡行动”（推动青年返乡、动
员青年下乡、助力青年兴乡）为抓
手，推动青年与基层“双向奔赴”。

在推动青年返乡上，团市委
把助力“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作
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组
织开展大学生返乡系列活动；在
动员青年下乡上，市县两级团委
正在开展“助力‘百千万工程’包
村计划”，通过培育青年新业态、
打造青年消费场景、支持青年创
业等措施，努力培育出一批“青字
牌”精品村；在助力青年兴乡上，
通过举办江门市首届兴乡青年创
业大赛，筛选一批优秀创业青年
和创业项目，通过建立兴乡青年
创业联盟、开展兴乡青年培训，把
兴乡创业青年找出来、聚拢来、育
起来。

江门青年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宣讲会举办

激励更多青年
投身高质量发展浪潮

江门日报讯 （记者/黎禹
君）近日，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
政学院）公布第二届全省党校（行
政学院）系统精品教材评选结果，
江门推荐的《一所乡镇党校的坚
守》成功入选。

《一所乡镇党校的坚守》由市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学东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部分
回顾和提炼了江门市新会区双水
镇委党校（以下简称“双水党校”）
办学治校的历史经验和启示，第
二部分讲述了“我和双水党校的
故事”，第三部分主要收录近年来
主流媒体对双水党校的深度报
道，第四部分是镇街党校“十问”，
以双水党校作为典型案例，回答
了对办好镇街党校有指导意义的
问题。

该书作为全国第一本针对镇
街党校的专著，系统梳理和总结
双水党校的办学历史和经验启
示，能够为基层党校建设提供有
益借鉴，对于推动新时代党校事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好新时代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该书被多地党校作为开展基
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案例教
材，受到学员广泛好评。

据悉，第二届全省党校（行政
学院）系统精品教材评选活动共
评出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
品教材14种。近年来，江门市委
党校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持续打
造多部实用教材，在两届全省党
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教材评选
中均有教材获此殊荣。

双水党校创办于1959年，历
经66载从未中断办学，始终坚守

“为农村培养合格党员”的办学初
心，主动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形势
任务要求，有力推动了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在乡镇落地生
根。自2018年广东省委实施基
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双
水党校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被誉为“广东镇街党校的一面旗
帜”，其经验做法被《人民日报》、
新华社、《学习时报》等媒体广泛
宣传。

《一所乡镇党校的坚守》
获评全省党校系统精品教材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朱磊磊）
5月 11日晚，由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指
导，江门市文明办、江门市文联主办，江
门市舞蹈家协会、江门市文艺志愿者协
会、江门市蓬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
中心承办的“文明 Yeah（夜）集”——

“Hello Dance夏Yeah（夜）舞集”舞蹈文
化创意集市活动在江门健威广场的户外
广场举行。

活动以“舞一舞，人人皆可起舞！跟
随时代节拍，舞出中国姿态”为主题，吸引
众多市民参与，共同感受舞蹈与文化的魅
力。

当天19时，江门JAMYO街舞酱音
乐舞蹈团队带来舞蹈快闪《一起舞一舞》，
为活动拉开帷幕，动感的节奏瞬间点燃现
场热情。紧接着，古典舞、街舞、拉丁舞等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年轻舞者们用充满
力量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围观市民纷纷
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节目很丰富，既有传统文化韵味，又
有现代时尚元素，孩子看得特别开心。”带
着3岁女儿前来观看表演的市民张先生
说，女儿对舞蹈表演特别感兴趣，现场一
直跟着音乐手舞足蹈。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
区，各舞蹈机构进行现场舞蹈教学，还有

“1分钟即兴舞蹈挑战”和“Battle舞蹈挑
战”，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不同舞种的风格
与魅力。“夜潮玩”市集汇聚文创美食、舞
蹈体感游戏、艺术彩绘等趣味项目，也吸
引了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此外，活动现
场还贴心设置了“舞动爱心角”，市民可捐
赠舞蹈服装以及舞蹈用品等给贫困儿童
和福利机构。当晚，捐赠角前络绎不绝的
人群与主舞台的炫目演出相映成趣，共同
绘就江门夜经济中最动人的文明风景线。

活动最后，全场观众在悠扬的旋律中
共同唱响经典歌曲《真的爱你》，为活动画
上圆满的句号。

“本次活动通过‘舞蹈+音乐+市集+
社交’的创新形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
流相结合，为市民提供了夜间休闲娱乐的
新选择。”江门市舞蹈家协会会长陈天姿
表示，未来，江门市广大舞蹈工作者和文
艺志愿者们将继续深化“人人皆可起舞”
的品牌建设，将舞蹈带进社区、企业等相

关单位，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舞蹈带来的幸
福感，感受舞蹈的魅力。

今年以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在
全市范围内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明
Yeah（夜）集”项目，作为“文明Yeah（夜）
集”四大主题惠民服务之一的“快乐Yeah
（夜）分享”，就是以时尚、潮流、趣味为主
题，开展潮流文化体验、文创市集等年轻
人喜爱的夜间文化活动，拓展多元的文明
实践场景，吸引年轻群体参与文明实践，

打造“夜间潮玩聚集地”。
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 过 举 办“ 文 明 Yeah（夜）集 ”——
“Hello Dance 夏 Yeah（夜）舞集”舞蹈
文化创意集市活动，为市民群众特别是
年轻人搭建“快乐Yeah（夜）分享”的平
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场景，让
更具潮味、趣味、文化味的文明实践活动
为群众的幸福生活增光添彩，助力城市
文化软实力提升。

“Hello Dance夏Yeah（夜）舞集”舞蹈文化创意集市活动举行

文明Yeah（夜）集“舞”力全开

↑舞蹈老师现
场教学，吸引大量
市民上台参与，感
受舞蹈乐趣。

←动感十足的
街舞点燃了现场热
情，吸引不少市民
驻足观看。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
潘伟珊）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
到位，江鹤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管理中心
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项目管理中心
进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据介绍，项目管理中心作为江门市江
鹤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江鹤高速公路的
调度大楼，是江鹤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的智

慧“大脑”，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包
含1座办公楼、1座综合楼及3座宿舍楼。

为保障项目管理中心主体结构顺利
封顶，江鹤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管理处和
FJ标项目组始终秉持“安全第一”的理念，
科学组织，精心策划，严把质量关。建设
期间，现场高峰时段投入92名施工人员与
6台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全体参建人员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历经150多天高效作
业，顺利完成此次施工任务。

针对项目管理中心PHC管桩基础施
工，项目管理处和FJ标项目组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进行专项研究，通过试桩并总结施
工参数，全程控制管桩施工质量。经检测，
项目管理中心管桩基础均为Ⅰ类桩。通过
实践，项目管理处深入总结经验，形成题为

《提高预应力管桩施工一次验收合格率》的
QC课题，并在2025年度广东省市政工程
建设优秀QC小组活动中获评为一等成果。

项目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加大建设管理力度，在确保安
全与质量的前提下，组织各参建单位再接
再厉、抢先抓早、精益求精，为项目如期通
车而不懈奋斗。

江鹤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管理中心主体结构封顶

江门市科技赋能校园安全交流活动举办

提升校园安全智能化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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