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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李淑珩）
5月26日，现实题材动作警匪大片
《伪钞重案》在江门开平正式开
机。导演霍穗强携吴樾、谭凯等一
众主演及主创团队集中亮相。

电影《伪钞重案》讲述的是上
世纪末一位为防止万亿伪钞流入
市场的刑警与为救女儿沦为伪钞
分销者的散打冠军之间的生死较
量。据悉，该电影将在江门开平市
区、开平市龙胜镇、台山市水步镇
等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拍摄。

谈及选择在江门取景拍摄的
原因，霍穗强表示，侨乡江门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很多建筑风格都保
留了上世纪90年代的风貌，与电
影拍摄所需的场景高度契合。该
电影总制片人张超也认为，江门地
理位置优越，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
资源，能满足电影多方面、多元素
的拍摄需求。“3年前，我们在江门
完成了第一部优秀作品《零号追
杀》，这里的场景配置、拍摄出来的
质感都十分符合我们剧情的需求，

这是一种双向奔赴。”张超说。
该电影领衔主演吴樾、谭凯均

是第3次来到江门拍戏，对江门连
连点赞。“每次来江门拍戏，我都喜
欢到处逛逛，感受江门的风土人
情，比如看看碉楼、骑楼，尝尝煲仔
饭、黄鳝饭、烧鹅等美食。”谭凯说
起江门美景美食已是如数家珍。

“我很喜欢江门这座城市，很有烟
火气，也有年代感。”吴樾告诉记
者，他特别喜欢江门的美食，“江门
的冬瓜盅和牛肉火锅特别好吃，我
上次来拍戏还带着家人一起过来，
他们也特别喜欢江门。”

近期，省、江门市均有推动影
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政策出
台，其中江门围绕全域提供影视协
拍一站式服务更是细化了诸多举
措。对此，霍穗强表示，此前几次
在江门拍戏都得到了很好的配合，
对未来更多新项目落地江门取景
拍摄充满期待，希望新的政策措施
落地后能够进一步为剧组的拍摄
保驾护航。

电影《伪钞重案》
在江门开平开机

江门日报讯（记者/郭永乐）
5月27日，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与江门市网球协会联合举行广邮
网球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共同打造

“体育+教育+产业”的创新范式，
副市长夏天出席。

记者在现场看到，广邮网球训
练基地8个高标准网球场焕然一
新，环境优美。基地内还设有记录
基地发展历程的网球文化长廊。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校长刘春早表示，基地的建设
和启用，不仅是校园配套设施的升
级，更是该学院深化社会服务、践行

多元化发展的具体行动。接下来学
院将加强与江门市政府、江门市网
球协会合作，以网球为纽带，推动体
教融合、产教协同，助力培养复合型
体育人才、孵化健康生活方式，为全
民健身政策落地注入新动能。

江门市网球协会会长刘栋宇
表示，市网球协会将全力配合广东
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对基地的运营
和管理，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共同
举办高水平赛事，携手开展国际交
流，把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体
育文化新名片，为区域体育发展贡
献力量。

广邮网球训练基地前身是位
于原华苑宾馆的中国网球协会（江
门）网球训练基地。2005—2010
年，江门市以该基地为载体，承接
了国家网球女子队冬训、戴维斯杯
亚太地区比赛、国际 ITF 巡回赛、
全运会网球单项赛和亚洲国际网

球联合代表大会等重要赛事，受到
中国网球协会领导的高度赞誉。
我国网坛名将郑洁、晏紫、李娜、孙
甜甜等曾在江门基地训练，并一步
步走向国际网坛，取得了辉煌成
绩。江门基地因此被誉为中国网
球“福地”。 （郭永乐）

江门日报讯（记者/毕松杰）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江门市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内业测试化
验省级验收会议于日前召开，省、
市、县三普办代表、专家组、制样单
位代表、检测单位代表、质控单位
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上，评审专家组对江门市蓬
江区、江海区、恩平市土壤普查内
业工作资料的完整性、过程的规范
性及检测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
可靠性和逻辑性等进行全面审查，
并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内业
测试化验验收评分表中的评分要

点进行逐项打分，分别形成整改建
议清单和验收意见。

综合数据质量报告、自验整
改报告和现场数据抽验结果，评
审专家组认为，江门市蓬江区、江
海区、恩平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内业阶段的样品接收、样品风
干、样品制备、样品检测、样品保
存等环节规范；内业测试化验数
据的完整性、合规性、合理性、逻
辑性均符合要求，一致同意江门
蓬江、江海、恩平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内业测试化验工作均通过省
级验收。

蓬江、江海、恩平通过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内业测试化验省级验收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张浩洋 通讯员/王
莹） 5月27日，2025年江门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和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蓬江区紫
茶丰雅小学举行。

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江
门市科协主办，市高促会、江门市蓬江区紫茶丰雅
小学、市科技服务中心承办，以“矢志创新发展 建
设科技强国”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加强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

现场举行了1—6年级科普体验活动游园会，
精心设置了无人机、机器人竞赛、代码游戏闯关、
趣味小实验等113个科学体验项目，吸引了超千
名师生热情参与。

现场还宣告江门市科普讲师团成立，由各高
校、科技社团、科研院所的160名专家组成的科普
队伍今年将在全市范围开展百场巡讲活动。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立足江
门地域科技文化特色，打造科技成果与地方文化
深度融合的科普示范基地，增强公众对本地科技
发展的认识与认同。同时，以科普讲解赛事为抓
手，选拔和培养一批专业素养高、讲解能力强的科
普人才，强化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引导和支
持有条件的科技企业面向公众开放，展示最新科
技成果与创新技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强化
科普与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通过整合地方特色
资源、强化人才培育、激活企业动能，形成“科普+
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激发全社会创新活
力，为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江门启动全国科技活动周
113个项目吸引超千名师生探索科技，科普讲师团将开启百场巡讲

丰富有趣的科普项目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

日常用品美学化
将侨乡建筑、自然风光、

民俗符号融入日常器物

走进文博会江门展区，唐人街的时
空折叠艺术令人耳目一新、怦然心动。

“江门商号”“银信工坊”“五邑茶坊”“跟
着影视游江门”四大板块构建文化叙事
空间，分别展出江门文创精品、非遗技
艺、陈皮产业、特色旅游、影视文化等多
方面元素，传统与现代的美学对话在展
厅内形成独特的文化场域。

在当代消费图景中，日常用品正经
历着从实用器物到美学载体的蜕变。
本届文博会，江门以华侨文化为底色，
将侨乡建筑、自然风光、民俗符号融入
日常器物，让美学叙事在方寸之间自然
流淌，让文化从抽象概念变为可触摸的
生活陪伴。

冰箱贴这类微缩景观正成为新时代
的“文化邮票”。台山市台城乐作文化工
作室推出可互动的台山黄鳝饭、钵仔糕
冰箱贴，通过磁吸设计还原食物造型，深
受游客青睐；台山市思宁文化创意发展
有限公司则将台山骑楼、新宁铁路元素
融入冰箱贴，将离散的侨乡意象浓缩为
可携带的文化切片。“它们精美又颇具特
色！”来自东莞的梁女士被深深吸引。

针对当下年轻人喜欢的野餐、露营，
侨都文创（江门）有限公司将江门碉楼、
窗花元素融入野餐垫等日常用品中，为
生活增添一份独特的文化韵味与艺术美
感。此外，该公司还结合舞剧《侨批·家
国》，推出书签、文具类等江门情怀系列
文创产品，成为年轻群体追捧的伴手礼。

国内外客商与游客连连表达对侨都

文创的喜爱。“杯垫、咖啡杯、冰箱贴虽然
小，但每个都像是艺术品，特别精美。”游
客李文杰说。

侨都文创团队深谙“器物唤醒记忆”
的奥秘。江门文旅交通投资集团副总经
理吴妍熹表示，这些年来，侨都文创（江
门）有限公司依托自有设计师团队深化原
创产品开发，推出系列文创产品，深受大
众的喜爱。未来，该公司将联合更多江门
本地设计师，合作推出具有侨乡特色的联
名产品。

地方风物美学化
以文化内涵重塑“物产基因”

不久前，央视大型美食文旅节目《三
餐四季》广东篇热播，掀起江门美食热
浪，再一次让新会陈皮等江门“土特产”
成为网络热议话题。文博会现场，江门
以文化内涵重塑“物产基因”，让地方风
物挣脱单一叙事，在味觉、嗅觉、视觉的
立体维度中完成美学蜕变。

罗氏柑普茶历经多年发展和传承，
已成为侨乡文化和情感的一种象征。记
者在现场看到，省级非遗罗氏柑普茶制
作技艺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罗沛贤像往
年一样冲泡柑普茶给游客品尝，一位来
自巴基斯坦的客商品尝后大赞：“Very
good！”氤氲茶香让不少游客“种草”，更
有铁杆粉丝特意前来进货。

“文博会既弘扬了江门特色柑普文
化，更拓展了海内外的新客源，维系了友
好合作的老关系。”罗沛贤告诉记者，有
些香港“粉丝”每年都到展位买茶。

在文博会上，新会陈皮不再是药柜
里的干燥饮片，陈皮姜糖、陈皮桂花软
糖、陈皮酒等衍生品吸引各地客商和游
客试吃。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4年，新
会陈皮全产业链产值达261亿元，相关经
营主体超7800家。从田间到展台，从药
柜到文创，新会陈皮完成的美学转身，本
质上是江门对地方物产的深度文化解构；
其价值早已超越药用属性，成为串联起种
植、炮制、饮食、民俗的文化载体。

这种美学化转化并非孤象。在文博
会现场，广东广粮实业有限公司与江门
市广盈陈皮柑普茶有限公司联手组成
直播团队，文博会开幕首日开播不到1.5
个小时，直播间销售额迅速突破 43万
元，整场直播成交金额突破 100万元。
其中，团队巧妙搭配“购买产品赠送《新
会陈皮志》”的文化组合，将农产品销售
与文化传播紧密相连，实现双向联动，
让消费者不仅买到心仪的农产品，还能
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

工艺作品美学化
以现代美学重构传统工艺
江门目前共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338个，各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共359名。在江门非遗
展区，传统工艺的现代美学重构成为亮
点，非遗技艺突破工艺边界，升华为可触
摸、可互动、可传承的生活美学。

卢艺鹿角椅的榫卯结构在展台上演
绎“材质对话”：以天然鹿角为主体，搭配
红木框架，通过独创榫卯钩齿结构实现
材质间的精妙衔接，既保留传统鹿角椅
的庄重典雅，又注入现代美学思考。“参
展期间吸引多地游客来了解，不少人认
为鹿角椅高端大气。”江门市卢艺家具有
限公司董事长卢志江说。

展位一角，江门市东艺宫灯传承人
李仰东将40道传统工序浓缩为钥匙扣、

金属线框台历等文创产品，让宫灯从博
物馆展柜走入日常，实现从权力象征到
生活美学的价值重构。

真正的传承从不是标本式复制，而
是持续的美学进化。江门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刘氏铜木镶嵌传统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刘飞兵利用铜木镶嵌技
艺制作了五福临门茶杯垫、碉楼手机支
架等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观众的目光。
近年来，他将这项已有200年历史的技
艺融入文创产品中，制作了小朱明洞手
提夜灯、人生如意镇纸等文创产品，让
非遗演变为触觉诗学。

葵扇也摇身一变，成为精美的工艺
品，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葵艺与开平
碉楼结合的葵扇，被游客点赞“精美”；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葵艺专业师生设
计的葵灯，结合葵叶与现代灯具设计造
型，以一种现代设计语言将葵艺带入人
们的视线。

当碉楼剪影跃上野餐垫，当宫灯技艺
凝于钥匙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品的迭
代升级，更是文化生命力的当代觉醒。

近年来，江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强人文湾区建设，打造“10张
城市文化名片”，推动“侨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着力在赓续中华文脉、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彰显江门担
当，为再造现代化新江门凝聚强大精神
动力。

盛会是展示舞台，更是发展动力。
借助文博会大平台，侨乡文化美学产品
以江门故事体的新表达，展示了独有的
侨文化魅力，有效地向海内外展现了侨
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多元
化成果，让更多人看见江门、了解江门、
爱上江门。

传统侨乡文化邂逅现代美学理念，会迸发怎样的创意火花？在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上，江门特色侨文化焕发新生，侨乡文化美学产品成为全场焦点。

碉楼造型的冰箱贴、宫灯元素的钥匙扣、侨乡符号的时尚包袋、陈皮主题的创意食品……文博会大舞台上，江

门展区实用价值与艺术审美相融合的产品，通过创新叙事方式讲述侨都故事，让观众直呼“惊艳”。

这场文博会的“江门热”，本质是侨乡文化的创造性转译。这些浸润文化基因的创意成果，不仅赢得国内外客

商与游客的交口称赞，更向世界展示了岭南文脉在当代焕发的艺术光辉。这些侨乡产品，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学？

侨乡文化美学产品何以“圈粉”文博会？

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黎禹君

如今，全球首艘自航式水体自然交换型
养殖工船“湾区伶仃”号顺利下水，标志
着我国深远海养殖即将迎来“科技牧海”
新阶段。

今天的江门，是全省船舶企业数量
最多的4个地市之一，产业基础扎实，除
了江门航通、民华船艇这样承建世界级
海工重器的企业，还有广东省内最大的
民营造船企业南洋船舶、建成全球最大
机械化梳式滑道（15万吨级）的威立雅、
连续多年进入全球超级游艇订单榜前30
强的海星游艇等行业龙头企业。2024
年，江门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增加值
增速达59.7%，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高速
增长。

海工重器“江门造”，未来还将有更广
阔的空间。这几年，江门正加快依托新会
银洲湖片区、台山广海湾片区谋划建设万
亩海工装备产业园，重点发展高技术船舶

及游艇、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海工装备
产业，加快打造省内最大的海工装备制造
基地。

融湾协同做好经略海洋大文章
翻开广东向海之图，江门颇为耀眼

——拥有 414.8 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
4880平方公里的广阔海域，大陆海岸线
占全省1/10，海岛数量居全省第二，且深
水岸线丰富，具备陆海统筹、港园一体推
动海洋产业布局的良好条件，又有面向
南海开发的近距离优势，综合条件在现
阶段的大湾区范围内可以称得上独一无
二。

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是江门向海图
强、向海而兴的坚实基础，也注定江门海
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今年初，大湾区居民的餐桌，迎来江
门海洋牧场的“鲜味”。自去年10月首批
鮸鱼良种成功投放后，江门首座现代化养
殖平台，也是省内首个入级中国船级社

（CCS）的大型养殖装备“台山1号”在台
山川岛海域收获首批渔获，标志着江门现
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取得又一重要突破。

以“台山1号”为具象化的江门行动，
是江门积极发展海工装备，做好经略海洋
大文章的一个缩影。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海
博会”）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
标，也是深圳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关
键支撑。去年10月，江门以政府组团形
式，首次应邀参加海博会，组织全市20多
家涉海优质企业参展，展示海洋经济发展
成果，深化与深圳的海洋合作。

这一幕，正是江门做好经略海洋大文
章的思路缩影。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支持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自2023年以来，深圳、江门两市多
次会商，明确以银湖湾滨海新区和广海湾
经济开发区为基础，谋划建设深江经济合
作区。特别是去年6月深中通道开通以

来，两市进一步谋划加强在海洋经济发展
方面的合作。

去年，由深圳市海斯比海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斯比”）在江门台
山建成的中国首座绿色功能型移动浮岛

“圆周号”，便是“深圳研发+江门制造”模
式应用在海工装备领域的典型案例。

今年召开的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暨
全市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加快推进深
圳·江门经济合作区规划建设，与深圳共
同完成空间规划、产业规划、政策设计等
编制工作，重点发展高端船舶及海工装备
制造、特种船舶维修、船舶配套关键零部
件等产业，打造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江
门基地，共同谋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船舶
与海工装备产业基地。

在国家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广东全
面建设海洋强省、打造海上新广东的宏伟
蓝图中，深圳是引领者，江门是正在兑现
潜力的新星，双方在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
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为进一步推动江门、香港两地青
年交流发展，深化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合作与资源共享，近日，由香
港教育大学学生事务处与香港五
邑总会联合组织，江门市江海区
台港澳事务局与江海区教育局支
持的“大湾区Career Visit 江门
两天行”活动举行。香港教育大
学师生走进江门，围绕青年创业、
学校考察、文创体验三大主题展
开深度交流。

在珠西先进产业优秀人才创
业创新园（以下简称“双创园”），师
生们参观了“江门就业创业第一
站”，了解江门为港澳青年提供的
政策扶持体系。江门市侨乡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香港科技大
学博士生张朝哲向师生们分享创
业经验。“我们公司刚好落户双创
园，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让我们
的项目得以成功落地。”张朝哲介
绍，该公司一直致力于通过文化创
意活动增强香港青年来内地发展
的归属感，例如将“剧本杀”、艺术
科技与爱国沉浸式教育结合，“希

望未来能帮助更多香港青年来到
江门，借助当地政策支持开启创业
契机，找到归属感。”

活动期间，交流团走进江海
区天鹅湾小学和江门市第一实验
学校，两校的多元化办学模式及
创新教育实践给香港师生留下深
刻印象。“我发现这里和香港的学
习环境很不一样，学校采用不同
的教育方式鼓励学生学习，让我
深受启发。”香港教育大学学生杨
日朗感慨。

除了专业领域的深入交流，
活动还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交
流团参观了启明里、长堤历史文
化街区、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
馆等地，沉浸式感受江门悠久的
历史文脉。

“本次交流活动进一步拓宽了
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接触到多元的
教育理念与文化，培养了国际视野
与文化认同感。”香港教育大学学
生事务处辅导主任颜林发表示，这
次活动搭建了两地青年跨境、跨界
互动交流、合作发展的平台，进一
步推动了两地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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