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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江海区亨通高科工业园，成
群的白鸽在园区内栖息、飞翔、漫
步，园区深处还有一片用竹子围起
来的田园，里面的农田种了一些蔬
菜、水果和名贵树木，诗意般的田园
风光，让园区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这个工业园的主人是江门市台
山玉协会会长凌玉堂。除了打造绿
色生态园外，凌玉堂还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在此打造台山玉产业基地。
从2012年开始，该园区就通过免费
提供场地的方式，主动引进玉石工
作室，为台山玉产业发展提供空间。

“台山玉产自台山，是中国独一
无二的‘海中玉’，与和田玉可相媲
美，但由于台山玉的发现和推广相
对较晚，目前相关产业发展仍处在
起步阶段。我希望借助粤港澳大湾
区‘1小时生活圈’的交通便利，通过
凝聚一批玉石工作室，在江门形成
一个艺术品交易市场，推动台山玉
品牌的打造和发展。”凌玉堂说。

乐且耽工作室是首个进驻园区
的玉石工作室。该工作室创始人林
文乐来自福建，先后师从寿山石雕
刻师傅林亨福先生、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顾永骏先生。早期，他主要雕
刻寿山石作品，到江门后才开始专
攻台山玉雕刻。“选择到江门开工作
室，最主要是因为台山玉的独特性，
具有很大的创作空间，而且还有免
费场地可以使用，这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林文乐说。

玉石雕刻要经过相玉、草图、打
胚、修光等过程，这些过程看似简
单，实际上却相当复杂，耗时长。为
方便创作和经营，林文乐将4层的
工作室，分别改造为创作区、展示

区、加工区和休息区。林文
乐说：“艺术创作需要轻

松的环境，江门宜居
的环境给了我很多
创作灵感。”

2018 年 ，
他的作品《四
渡赤水》在第
17 届“天工
奖”评选中，
从全国十多
个 赛 区 近
5000 件作品
中脱颖而出，
最 终 成 为 17

件金奖作品之
一，同年还获得了

第三届“金榕奖”金
奖、第七届广东省玉

雕作品“玉魂奖”金奖、广
东省第三届大明宫“琢越杯”金

奖。
据介绍，目前园区出租率为

100%，其中玉石工作室和展览馆有
10多家，用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
占整个园区的五分之一。

“一个艺术品类从零开始打造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希望能通
过贡献自己的资源，为台山玉产业
的发展出一份力。虽然这个过程不
会有物质上的回报，但精神上却能
获益良多。我认为，人的一生，只要
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便
是有价值的。”凌玉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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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老旧厂房江门老旧厂房““变身记变身记””

老旧厂房的价值可以

有多大？一间闲置厂房，

被盘活后可以解决多家中

小企业找厂房难的问题；

一个老厂房改造项目，可

以吸引超 10万人次旅客

到访，带动乡村振兴；一个

工业园，可以通过优化环

境，为艺术创作提供灵感

和空间......

江门作为广东老牌工

业城市，有着深厚的工业

文明积淀，仓库码头、工厂

车间、侨资企业，这些工业

建筑成为江门独特的城市

记忆。当前，我市正进一

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

投资，深入实施“园区再

造”工程，关于老旧厂房的

改造再利用备受关注。近

日，记者走访我市部分园

区发现，老旧厂房改造模

式正在走向多元化，越来

越个性化的改造方案让老

旧厂房焕发出新活力，成

为推动周边经济发展的新

亮点。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倩婷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蓬江
区西环路的润辉创意产业园，
看到园内进驻了五金、汽车维
修保养、食品等行业的中小企
业约10家，出租率近乎100%，
各个生产车间、仓储配送中心、
办公楼内一片繁忙。可谁能想
到，1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闲
置厂房，因破旧、脏乱而无人问
津。

为何变化这么大？江门市
润辉物业有限公司（简称“润辉
物业”）招商经理黄德锋向记者
介绍，该片厂区原是某家具生
产企业的厂房，楼龄超过20年，
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2020
年由于企业迁往新址而闲置。
后来，润辉物业接手了该厂房
项目，投入300多万元进行升级
改造，并通过分租管理模式，盘
活了闲置厂房。

江门优粤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是该园区首批进驻企业之
一，去年6月在园内租了1800
平方米的厂房，一层为物流仓
储中心，二层为办公室。据公
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作为我
市消费帮扶“三专”建设（专柜、
专馆、专区）项目指定合作企
业，通过铺设自助机柜带动本
土生鲜农产品销售，目前，公司
直营自助售卖机已达到800个
以上，对物流仓储用地的要求
较高。“园区旁边就是江门大
道，配送很方便，以前要12条运
输线，现在只要8条线就可以覆
盖五邑地区，而且配送时间节
约了三分之一，大大降低了配
送成本。”该负责人说。

“这间厂房的高度和面积
非常适合我们生产的需要，而
且交通便利，方便我们把货物
运到香港总部进行销售。”高卫
机械（江门）有限责任公司行政
总监谭楚颖介绍，该公司成立
于2021年，主要生产吊臂、吊装
等重型机械。公司在园区内租
了2000平方米的厂房，每月

产值达80万至100万元。
“江门是老牌工
业城市，有一些老
旧厂房的生产条
件很好，水电
配套齐全，交
通 运 输 便
利，稍加改
造 就 可 以
重新投入
生产，而且
也 更 符 合
新兴产业的
生产需求，
有助于推动

产 业 转 型 升
级。”黄德锋说，

江门中小企业众
多，其中不少正面临着

“用地难”问题，而与自建一
个新厂房相比，通过盘活闲置
厂房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方
法，可以释放更多的资源，满足
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

开平市的塘口旧墟曾是塘口
镇政府的驻地中心，有邮局、银行、
税务、工业建筑、剧场、粮仓、供销
社……曾经繁盛一时。

在当地，有着两座旧厂房，一
座是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红砖
建筑五金厂，另一座是20世纪90
年代香港侨胞投资建设的钟表机
械厂。如今，两座旧厂房犹在，只
是换了个模样，成为青年旅舍和社
区餐厅，并取名为“塘口空间”。

走进“塘口空间”，红色的砖
墙，灰色的水泥地板，保留完整的
钟表机械厂吊机……处处透着浓
厚的老厂房韵味。极具侨乡特色
的工业建筑，向人们述说着曾经繁
荣的工业文明，这种独特的文化魅
力，让“塘口空间”成为了当地的文
旅新地标，吸引港澳地区和省内众
多游客前来打卡。

“塘口旧墟保留着侨乡独特的
建筑风格，有丰富的农业、旅游等
资源，以及良好的生态人居环境，
为了利用好这些资源，让塘口旧墟

‘活’起来，我们提出了塘口社区计
划，‘塘口空间’是计划启动的第一
步。”塘口社区计划发起人、“塘口
空间”创始人邓华说。

近年来，邓华和他的团队不断
对原有建筑进行实体空间改造，将

“塘口空间”打造成为集活动、讲
座、展览、餐厅、住宿等功能于一体
的国际青年社区空间。目前，“塘
口空间”已接待多批来自世界各地
的到访者，他们在这里举办公益骑
行、实习生计划、世界遗产研学营
等国际交流和研学活动，不仅为本
地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还吸
引了一批年轻大学生在
此落地生根。

“塘口空间”
四季食堂经理
雅芝是开平
人，她从高
三开始每
逢 寒 暑
假 都 会
到“ 塘
口 空
间 ”实
习，大学
会计学毕
业后决定
留 下 来 工
作。“现在乡
村机会多，我很
看好塘口旧墟未
来的发展。”雅芝说。

“‘塘口空间’的意义
不仅是盘活旧厂房，打造‘网红’景
点，我们还希望以此带旺塘口旧墟
片区的人气，吸引来自全世界有志
于乡村建设的组织及青年人，以及
带动当地村民共同参与到塘口旧
墟的活化建设中，一起推动乡村振
兴。”邓华说。

据悉，近年来，“塘口空间”还
举办了七夕等墟、“音火乡传”音乐
晚宴、“丰Show”音乐市集等塘口
社区“墟里”系列文化活动，接待旅
客超10万人次。

在岛上默默奉献的金融人

魏艳娜是上川支行负责人，
2006年大学毕业后到台山农商银
行工作，今年5月调动到上川岛。

对内做好管理，对外联系客
户。上川岛有157平方公里，分
布着众多村子，常住人口约8000
人。魏艳娜每天早上安排好全行
一天的工作。下午来网点办事的
人少些，她就和网点员工去跑客
户，跟进业务。“在岛上，来银行办
理业务的外来人比较少，大多数
客户是当地居民，很快就熟了，我
们日常工作中像对待家人一样对
待客户，用足够的耐心和细心为
客户服务。”魏艳娜说。

上川支行网点经理梁沃平是
上川本地人，今年已经59岁了，
1993年进入当时的台山信用社至
今，一直在上川工作了 29 个年
头，扎根海岛，服务乡亲，是同事
心目中的“老黄牛”，也是大家学
习的榜样。虽然明年就要退休
了，但梁沃平仍几十年如一日地

敬业乐业，坚持每天电话、微信和
客户沟通，经常走街串巷、上山下
海拜访客户，为客户上门办理社
保卡、POS刷卡机、二维码收银台
等业务，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上川
岛的每块土地，把金融服务覆盖
到最后一百米。

黎煜霖2021年从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毕业后，进入台山农商
银行工作，分配到上川支行任业
务柜员，至今工作了一年多，属年
轻员工。

刚开始参加工作时，黎煜霖
与客户交流还会略显青涩与急
切。为做好工作，他下班后常常
会将心比心地反思自己当天工作
中的不足。随着在前台办理业务
时间的增多，黎煜霖的业务技能、
金融知识运用更加熟练，语言交
流能力不断提高，客户对他的服
务评价也越来越高，如今他已经
是负责VIP窗口、对公业务的主
力业务柜员。

部分员工每月回家一次

上川支行的12名员工中，有
5名不是本地人。他们有的一周
回家一次，有的周六要上班，只有
周日一天假，索性就不回去了，一
般通过调休，每月回家一次。

从上川岛到山咀港，坐轮渡
要半个小时，从山咀港坐车回到
家中，要差不多1个小时，这样算
起来，回家一趟至少要1个半小
时。尽管交通不便，路途奔波，但
大家都任劳任怨，尽心尽力为岛
上居民提供与岛外无差别的金融
服务。

魏艳娜家住台城。在岛上，
远离家庭，工作和家庭有时难以
兼顾，但家人的支持，减少了她的
顾虑，从而能够安心上班。“平时
每天通过电话、微信和家人沟通，
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魏艳

娜说。
工作日晚上下班后，魏艳娜

一般会和住宿的员工外出散步，
聊天、谈心，或是组织员工与其他
单位联谊，加快融入上川岛生活
圈子。很多事情她都要以躬身入
局的态度亲力亲为，处理好业务
发展、员工管理、客户关系等各方
面工作，深感责任重大。让她欣
慰的是，同事们关系和谐，团结协
力，岛上民风淳朴，客户也很热
情。

单位的楼上就是宿舍，黎煜
霖等几位住宿舍的员工就以单位
为家。这里融洽互助的工作氛
围，让他们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
庭。“上川支行给我带来一种家的
感觉。”黎煜霖说。

为困难群众提供上门服务

上川支行的柜台业务集中在
三洲圩的上川营业部，办理对公
和个人开销户、现金和非现金业
务、社保卡等各类业务。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岛。
为了给岛上居民和游客提供便捷
服务，上川农商银行在飞沙滩开
设了自助服务区，提供现金存取
款、查询转账等服务；在沙堤渔港
开设轻型网点，每月第一个星期
二开门营业，提供现金存取款、查
询、转账汇款等金融服务；在上川
公共服务中心布放“粤智助”政务
服务机，通过身份认证、拍照等技
术，让群众可自主办理打印身份
证复印件、查询社保医保明细、查
询银行余额、办理低保补助等200
多项服务，为农村不会使用电脑、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带来
便利，送去关爱。

在岛上，除了做好网点工作，
金融知识宣传和服务还要走出
去、送上门。

岛民中老年人比较多，为了
老年人不被非法集资、电信诈骗
所忽悠，上川支行的工作人员就
进村入户开展宣传。每个月，该
行都会选择一至两个村，在村委
会摆上桌椅，工作人员现场宣传
金融知识，聆听村民金融需求，同
时通过移动金融设备，为村民开
社保卡、激活社保卡，或是教村民
开通和使用手机银行。

普惠金融，重在行动。今年，
上川支行多次为行动不便的困难
群众提供上门金融服务，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事。

上川营业部与同在岛上的石
笋村约有10公里路程。6月底的
一天，得知该村残疾人甘先生需要
激活社保卡，考虑到甘先生出门不
便，上川支行员工就驱车前往石笋
村，冒着酷暑上门为甘先生办理业
务，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你们的金
融服务真是太细致、太周到了。”甘
先生充满感激地说。

台山农商银行上川支行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为居民提供与岛外无差别的金融服务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岛

普惠金融惠及城乡，连接基层。即便在四面环水的海岛，也有金融
人在默默奉献。台山农商银行上川支行（简称“上川支行”）是上川岛唯
一的银行。该行员工克服困难，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为岛上居
民提供周到服务，受到当地居民的好评。近日，记者专程来到上川岛，
了解该行普惠金融工作和员工生活情况。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吕胜根

↑上川支行工作
人员在岛上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资料图片）

→上川支行投放
的“粤智助”政务服务机
为农村不会使用电脑、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带
来便利。

↑在润辉创意产
业园改造前，这片厂区
破旧，环境脏乱。

亨通高科工业园免费亨通高科工业园免费
为玉石工作室提供场地为玉石工作室提供场地，，
助力台山玉产业发展助力台山玉产业发展。。

经过改造经过改造，，““塘口空间塘口空间””成为当地的文旅新地标

成为当地的文旅新地标，，吸引港澳地区和省内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吸引港澳地区和省内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