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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虽然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原真性
和完整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随着游客出游
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原生态景区内因缺少体
验式项目，在发展中略显疲态，成为目前制约景区
发展的难题。

但有危也有机。开平碉楼是海内外乡亲的重
要连接点。“碉楼并没有完全从侨乡民众的生活中
消退，她仍然维系着海内外乡亲对故乡的牵挂和
思念。”张国雄在《开平碉楼与村落》一书中写道。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工程，开平市重点开展“聚侨
引智”工作，开平碉楼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在塘口镇、蚬冈镇等镇街，不少海外侨胞看到
当地将名人故居重新打造，焕发了新活力，都主动
回国联系当地政府想要将祖居、碉楼托管给政
府。碉楼成为促进侨梓交流往来的纽带，未来也
将成为助力华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蓬勃开展的背景下，开
平碉楼联合湾区放眼世界，有望集聚世界各地的
游客、海内外侨胞，书写新的文化辉煌。

近年来，开平发挥世界文化遗产优势，积极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互鉴。2018年与澳门
文化局在澳门联合举办“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世
界文化遗产嘉年华”“五邑瑰宝耀濠江”展览。
2018年在自力村举办“少年中国说”“云中锦书
来”——华侨书信朗诵会，海外华裔青少年及江门
本地的中小学生一起朗诵华侨家书。2019年参
加“第17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和“澳门世界旅游博
览会”活动，与澳门文化局在自力村联合举办“湾
区花正开——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江
门分会场）暨2019世界文化遗产嘉年华”等活
动。近年来，力争大会固定会址落户赤坎古镇。
依托仓东文化遗产教育优势和粤港澳青年游学基
地、此间国际研学基地、塘口空间等场所，通过研
学游、寻根游等旅游产品，持续吸引华侨华人新生
代回到开平体验侨乡传统文化、创新创业，进一步
加强湾区文化交流交融。

开平碉楼与村落还放眼全世界，开展了一系
列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背景和舞台的国际性交流
互鉴活动，讲好了开平、江门、广东和中国故事，搭
建了与海外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
带，大大加快了推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侨华人
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的建设，也让开平碉楼与
村落再次活跃在世界舞台中，焕发新活力。如
2018年开平先后举办乡村旅游国际研讨会、中外
文化交流发展专家问策会，海内外专家学者聚讨
交流开平文旅发展。2018年还承办了中国侨都
（江门）华侨华人嘉年华系列活动“百名世界名厨
聚开平”暨世界名厨之乡美食嘉年华活动，2019
年举办华侨华人嘉年华开平分会场——世界名
厨之乡（开平）授牌仪式暨美食嘉年华，
聘请一批世界名厨作为“侨乡美食大使”
在国内外传播推广开平美食。2019年举
办世界房车休闲度假大会。2020、2021
年连续举办两届“设计激活世遗”国际文创
大赛。2021年线上举办“爱琴杯”国际大提
琴比赛。

申遗成功15年

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守与变

6月底，林小雨从北京来到开平参观
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在游览了主景区立
园和自力村后，对自力村的碉楼与村落的
景观啧啧称奇，“在世界文化遗产里能看到
浓浓的生活气息，景区里的原住民在这里
悠然自得地生活，并没有过分商业化的迹
象，让我不禁联想当年当地华侨的生活场
景，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林小雨发出感叹。

至今，自力村周边的农田还会春种花、
夏秋种稻，碉楼旁的菜园子里栽着硕果累
累的木瓜树，秋风起了，碉楼门前还会腊味
飘香；马降龙碉楼群静卧百足山下，面临潭
江水，翠竹掩映，村中13座碉楼融于周围
环境。从这两个代表性世遗载体我们可以
看到，世遗的原生态美，开平碉楼与村落的
原真性和整体性都被保护得很好。

在过去的15年，对碉楼的保护脚步不
停、创新不断。据统计，开平市先后完成
200多座碉楼民居的修缮；连续多年举办
文物保护业务培训班和开平碉楼灰塑壁画
工匠培训班；首创“碉楼托管”和“碉楼认
养”模式，目前托管碉楼与民居62座；对10
多座碉楼进行活化利用；完成开平碉楼智
慧导览项目，实现 1833 座碉楼“一楼一
码”；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开平碉楼与
村落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40座碉楼进行
扫描建档。

碉楼的内涵与文化底蕴也得到了深入
挖掘，例如开平市组织编辑出版《开平碉楼
建筑艺术》《开平碉楼与村落文物保护与利
用研究》等书籍。碉楼内也完好保存着体
现华侨历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和侨乡生
活的物品和历史文献，自力村铭石楼是其
中典范之作。碉楼不仅体现了华侨漂洋过
海艰苦创业后，心系桑梓、支持家乡发展建
设的家国情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体
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开平市文旅业起于碉楼，也荣于碉楼，
借助世遗这一金字招牌，塑造了“广东旅游
看碉楼”旅游品牌。但在大力发展旅游的
过程中不忘本心，很好地保护了开平
碉楼与村落的原真性、完整性，自力
村、马降龙碉楼群等景区内见不到
千篇一律的景区商业，有的只
是稻浪和翠竹、亭亭夏
荷……开平碉楼与村
落有自己独一份的
坚守。

申遗之初，开平的大多数碉楼已经人去楼空，铁门
铁窗紧闭。

然而今天，开平碉楼似乎有了一些新变化，大量闲
置的碉楼被抹去蒙尘，窗口的灯再次亮起，再次热闹了
起来。

碉楼的“烟火气”被重新点燃。近年来，大量空置
碉楼变身“网红楼”，例如蚬冈中坚楼、赤水红楼、仓东
遗产教育基地、碉民部落、此间·国际研学空间、里苑、
开平家宴馆等成功活化的碉楼居庐，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体验打卡。其中，仓东遗产教育基地获评“全球世
界遗产教育创新十个优秀推进案例之一”。

点亮“洋装”里的中国心。在开平有不少“红色碉
楼”，这些碉楼承载了当时开平侨胞的拳拳爱国之心。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张国雄在其所著的
《开平碉楼与村落》一书中指出，开平碉楼见证了侨乡
民众的革命斗争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历程。

7月9日，革命斗士谢永宽的故居被打造成为红色
教育基地并正式揭牌，该故居有一座三层高的碉楼名
叫“振武臺”，在门口还刻了一副门联：“振兴东亚，武镇
南藩”。足见谢永宽的父亲谢振维作为爱国爱乡华侨
的救亡图存之志。

类似“振武臺”这样闪耀着红色中国心的碉楼，还
有塘口谢创故居红色教育基地的中山楼、赤坎镇的南
楼、周文雍故居、司徒美堂故居、谭国标故居、红线女故
居、白鹤镇虾边村的适庐等，近年来，不少“红色碉楼”
相继被重新“点亮”，打造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革命展馆。

2020年，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广东旅游看碉楼”连续获评广东省县
（市）域最具影响力旅游品牌，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影
响力不断增强。先后推动自力村获得全国历史文化名
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广东十大美丽古村落、广
东十大美丽乡村等称号，马降龙村获得全国文明村、广
东省古村落、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等称号。

申遗成功和影视业的发展，让开平碉楼与村落名声大
振，迅速成为旅游热点。文旅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当地村
民带来了多元化收入途径，更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

自力村景区自2004年与开平碉楼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开展村企合作，旅游产业与世遗招牌擦出的“火
花”让该村的旅游业得到极大发展，村民的荷包慢慢地
鼓起来了，2019年，居住在碉楼景区内的村民的门票分
成金额由原来按照景区当月门票收入的10%计算，提
高到16%，进一步了增加村民的收入。

与此同时，看到自力村的快速发展，自力村所在的行
政村强亚村依托世遗，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增收。打造了集娱乐养生、
乡村休闲、亲子游乐、田园观光、农事体验、文化
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广东省首个以碉楼侨

乡文化为主题的慢生活精品乡村旅
游片区，成为塘口镇精品旅游线路
的重要节点，每年吸引数十万游
客到此游玩。据统计，近三年
（2019-2021）来强亚村集体收
入约923万元（包括村小组集体

收入），实现农民持续稳定
增收。

●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与村

落”录入《世界遗产名录》。同年，开

平市人大常委会将每年的6月定为

“碉楼保护月”。

●2008年1月30日，挂牌成立开平市

文物局暨碉楼研究所。同年6月，开

平市政府公布《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

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5月，成立开平市世界遗产

管理中心。

●2011年12月31日，成功召开了广

东省开平碉楼认养大会。

●2013年 10月，开平市建成全省第

一个文化遗产监测管理平台开平碉

楼与村落监测预警平台。

●2016年5月，开平市世界遗产管理

中心与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

中心签订了共建“碉楼文化研究中

心”协议。

●2017年 6月10日至11日，我国首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

活动在开平举行。同年年 11月 18

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江门旅游可

持续发展观测点揭牌仪式在开平自

力村举行，这是广东首个观测点，也

是中国第9处观测点。

●2018年，“开平碉楼数字化展示平

台开平碉楼趣寻宝”项目入选国家文

物局2018年度“互联网+中华文明”示

范项目库，是广东省唯一入选项目。

●2019年6月28日，湾区花正开——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江门

分会场）暨2019世界文化遗产嘉年华

开幕。

●2020年 6月28日，2020世

界文化遗产嘉年华暨艺道

游学中国南粤古驿道第四

届少儿绘画大赛在开平启

动。

●2021 年，开平碉楼文化

旅游区上榜全国5A级景区

品牌100强。

●2022年 6月23日，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直播大湾区》

走进开平自力村碉楼

群。

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与村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广东省

实现了世界遗产零的突破，也标志着中国有了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全世界拥有

了一份中西合璧的文化遗产。成功申遗距今已经15年，这期间开平碉楼与村落都有

哪些坚守和变化？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开平碉楼与村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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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碉楼与村落”
申遗成功15年大事记

立园景区。

谢创故居红色教育基地。

自力村的铭石楼堪称一座小型博物馆自力村的铭石楼堪称一座小型博物馆。。 自力村原生态被保护完好自力村原生态被保护完好，，夏季不仅有翻滚稻浪还有亭亭夏荷夏季不仅有翻滚稻浪还有亭亭夏荷。。

仓东遗产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