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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密不可分。

十年来，在江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个又一个彰
显独特文化魅力的旅游目的地令人向往，

“诗”和“远方”的牵手令这片土地不断焕
发出新的光彩。

国庆假期夜晚时分，走进华侨城古劳
水乡，灯光旖旎，游人如织，一派热闹景
象。坐船夜游、水陆演艺、璀璨烟火、建筑
夜景……水乡夜经济在这里被激活。
2019年，华侨城的入驻，让古劳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古劳村是省
级非遗项目“三夹腾龙”的发

源地，更是影后胡蝶、“王老
吉凉茶”创始人王泽邦的
故乡；如今，华侨城古
劳水乡成为人们奔向
“星辰大海”的选择之
一。

文旅融合，让侨
乡更美。而这样的
嬗变，并非此一处。
近年来，江门于高处
着眼、实处着手，奋力
书写文旅融合华章。

放眼远处，文旅融
出新天地：生态文化+旅

游，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
顺利通过验收，如今正和梁启超

故居联合创办国家4A旅游景区；工
业文化+旅游，新会古典家具城展现新会
红木文化，既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也是
新会第一个以“红木家具”为主题的旅游
景区；陈皮文化+旅游，打造了陈皮古道、
新会陈皮村、陈皮小镇、陈皮文化主题酒
店月泉湖居等文旅融合体……

着眼近处，“诗情画意”触手可及，公
共设施建设和服务让市民享受家门口的
诗意。全市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在全省率先实现100%全覆盖；已建成14
个省文化和旅游服务“两中心融合试点”；
全市“粤书吧”达到25座，数量居全省第
一。全市十分钟文化圈、周末有戏、结对
子种文化进基层、高雅艺术进景区等文化
品牌建设深入推进……

时代巨变，一步千年。这非凡的十
年，江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优质文旅产
品持续供给，重点文旅项目加速推进，助
力全域旅游发展。如今的江门文旅，正以
敢闯、敢创、敢干的精神，不断革故鼎新，
勇往直前，奏响发展新乐章。

金秋十月，云淡气爽。走进开平塘
口镇强亚村，古色古香的碉楼、居庐点缀
在稻田和青山绿水之间，一幅优美的生
态画面引人入胜。得益于“开平碉楼与
村落”这张世遗名片，强亚村近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侨心回归，村强民富。

强亚村的发展无疑是江门文旅发展
的缩影之一，中西合璧的碉楼建筑，凝聚
着百年侨文化的厚重积淀，有着乡村自
然景观的钟灵毓秀，更有着十年来与时
俱进的文旅新声。

侨都赋能，文化铸魂。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市文化和旅游工作取得新成
就。十年来，在江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广电、旅游的
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文
化铸魂、文化赋能，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动侨乡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繁荣发展，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

——这十年，文化产业发展可谓“日
出江花红胜火”；

——这十年，旅游产业发展可谓“春
来江水绿如蓝”；

——这十年，文旅融出新天地，且以
诗意共远方。

从历史走来，向未来奔去。在竞相
发展的文化大舞台上，江门正以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成为越
来越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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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这是对江门历史
文化资源最好的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加大了文物保护
力度和文物利用。截至目前，全市核定公布
不可移动文物1700多处。

陈白沙祠、开平风采堂、司徒美堂故居被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门甘化厂
制糖分厂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是全省现
有的3个国家工业遗产之一；开平立园、新会
金牛山华侨义冢等多处文物点被公布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新增红线女故居、龚昌荣故居
等一大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直以
来，江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利
用工作，推动文物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获得
新成就。一个个被保护、利用的项目便是最
亮眼的答卷。

走过十年，我市丰富的文化遗产找到了
新的呈现形式、表达方式，收获了更丰富的时
代价值。

广袤五邑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化资源
正在转化为一个个寓教于游的红色景区，成
为广大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党性修
养的有效载体，成为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传承红色基因、接受红色精神洗礼的生动课
堂。鹤山市宅梧镇靖村的余氏宗祠是清代建
筑，亦是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旧址，这
座百年老建筑，以展馆内翔实的史料和图片
展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的战斗历程、部队
成立的场景；台山海口埠曾是百年前台山华
侨出海创业的起点，如今正默默诉说着华侨
筚路蓝缕、爱国爱家的故事……

博物馆、美术馆等场馆策划多项活动，通
过系列线上、线下活动，生动展示传统文化、
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藏品“说话”，让文物

“活”起来。去年4月，我市《侨心向
党 同心圆梦——五邑华侨与
中国共产党专题展》入选“中
宣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推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精品展览名单”，是
全省入选的三个精品展
览之一；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与江门市委宣传
部、江门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首次联合举办
《家国情怀寄尺素——江
门五邑银信（侨批）展》展
览直播，利用“云端”为海内
外公众奉上直播的“银信文化
大餐”；5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
布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
季活动目录，江门市美术馆《井喷的年代——
中国侨都（江门）1869—2019华侨华人美术
历史文献展》项目入选，是我省唯一一个地级
市美术馆入选项目。今年，该项目入选全国
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优秀项目，是近
10年来广东省地级市美术馆第一次获此殊
荣。

文物“活”起来，融入现代生活。启明里
是江门城区13个百年华侨古村落之一，经过
活化更新，如今已经是江门新的文化地标，是
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大家在这里温习
城市历史，走进其中，就好比走进一条时光隧
道”。此前，“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主持
人陈贝儿来到启明里时曾如此感慨。

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
脉。在传承侨乡文化，加强文物保护与利用
中，我市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不断走进日常生
活的同时，也“活”起来“火”起来了，一幅经济
社会与历史文物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正在侨
乡大地铺展开来。

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收藏着数
万件海内外华侨实物和史料，置身其中，仿
佛在翻阅一部看得见的历史。今年8月，
升级改造的市侨博馆新馆开放参观。中国
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是江门市重大文化项
目和民生工程，是江门市委、市政府推进

“侨都赋能”工程，打造华侨华人文化交流
合作国家平台的重要载体。

当下，江门正推动文化强市建设，全力
做好新时代“侨”文章，全力推进“侨都赋
能”工程，高水平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
作重要平台，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
展现侨都担当。

高屋建瓴，一幅与“侨”有关的新画卷
正在五邑大地描绘。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江门华侨华
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设方案》，市政
府出台《江门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
平台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江
门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度专项改革试点方
案》。

谋之而后动。江门被赋予建设华侨华
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的重要使命，已
初见成效。

——加强对侨乡文化的保护。创建国
家级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
正扎实推进中，增强与华侨华人沟通，增强
他们对“根、魂、梦”的认同感。

——侨文化名片不断被擦亮。“侨心向
党 同心圆梦——五邑华侨华人与中国共产
党”专题展被纳入“中宣部、国家文物局联合
推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
览名单”，“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银

信（侨批）展”在北京、广州等地展出获
得广泛关注。两个展览都被评为

“2021年广东省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

——重大文旅项目
加快推进。日前，赤坎
古镇项目将于明年试
业运营的消息引发关
注，这个集华侨文化
和乡村振兴于一体
的展示平台令人期
待。此外，古劳水乡
项目古劳圩滨水商业
街等二期工程正在施

工，台山川岛浪漫海岸项
目上半年顺利开工……我

21个重大文旅项目正加快推
进。

——文化旅游交流更加密切。我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积极加强与大湾区城市
的文化旅游交流，组织参加澳门旅游展、广
东旅博会和深圳文博会等大型文旅展，举
办系列文旅营销活动，还与上海春秋、广之
旅等品牌旅行社合作开展“长三角游客江
门专线游”“20城联动 千团游江门”等活
动。

下好“先手棋”，一张张耀眼的画卷正
在绘就：对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的挖
掘、保护与活化，开启了丰富的创新实践；
精心筹划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
动，旨在打造高端文旅城市客厅；为着力讲
好本土名人故事，推出“五邑侨胞耀中华”
短视频网络宣传项目……从江接四海、门
纳百川的千年侨都，到如今扮演粤港澳大
湾区承东启西关键角色的珠江西岸新增长
极和沿海经济带上的江海门户，江门正在
延续千年文脉，推进“侨都赋能”，做好时代

“侨”文章。

春天，瑷露德玛芦荟庄园内，花开正
旺的芦荟花犹如金色稻田，让人仿佛置
身美式风情乡村；夏天，黑沙湾、浪琴湾、
海角城等滨海景区的蓝天、海浪让人心
驰神往；秋天，台山中国农业公园内禾海
稻浪让人仿佛进入金色海洋；冬天，颐和
温泉、康桥温泉等温泉景区中，涓涓暖流
蒸腾出的热气让人体验康养之旅……得
益于全域旅游的发展，在台山，处处皆
景，四季皆景。

2019年，《江门市促进全域旅游发
展实施方案》印发，全面部署江门市
全域旅游工作。蓝图绘就，为
全域旅游发展指明方向。
2019年，台山市成功入
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名单。2020
年，开平入选第二
批广东省全域旅
游示范区名单。
今年 9 月，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
正式公布第五批
广东省全域旅游
示范区名单，我市
新会、恩平两地榜
上有名。

奋勇正当时。近
年来，我市结合侨乡实
际，推动产业融合，激发新动
能、形成新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
江门特色的“旅游与产业良性互动、文化
与经济融合渗透”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

一幅全域旅游的多彩画卷正徐徐展
开——

去年，我市成功入选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城市，甘化厂入选国家工业
遗产，恩平泉林黄金小镇休闲旅游区被
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平塘口镇强
亚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开平、
台山入选“2021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
百强县市”……目前，我市共有33个国
家A级旅游景区，4个国家乡村旅游重
点村和48个省级旅游品牌项目，文化旅
游产业实力持续提升。

全域旅游的发展，激活乡村沉睡资
源。全域旅游的推进，让乡村留住乡
愁。2020年，第一张民宿登记证照开
出，越来越多的民宿走上规范化运营之
路，乡村精品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
为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江门民宿达300多家，其中登记
在册民宿达76家。

如今，江门大力实践全域旅游驱动
型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主客共享”的
乡村旅游新格局正在形成。精品民宿
以点带面，与乡村旅游示范村、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联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目前，全
市共有4个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15个村获评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
村，4个镇获评广东省旅游风情小镇；9
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广东省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名单。

据不完全统计，江门民宿的发展直
接带动约1500名村民就地就业。民宿
经济的快速发展，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
增加了农村就业岗位，拓宽了农民增收
渠道，致富了一方百姓，重振了特色文
化，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和集聚各种资
源要素的新业态。

数说成效

侨都赋能 文化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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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都赋能

侨文章“写”起来
产业结合

全域旅游“火”起来
文旅融合

侨乡大地“美”起来

文物保护
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截

至目前，全市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
3700多处，其中新发现1688处，复查
文物数量居全省第一，登记总量居全省
第二。全市已核定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
1770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39处，其
中国家级5处、省级50处、市（县）级
184处。全市已录入并上传至全国可移
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藏品数据5万多件/
套，登录数量居全省第二位。

截至2022年9月，我市有各级非遗
项目共231项，其中国家级8项、省级
26项。在世非遗传承人共235人，其
中国家级2人，省级17人。

文化公共设施

全市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在
全省率先实现100%全覆盖，全市各级
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实现全覆盖, 行政村
（社区）全部建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全市“粤书吧”达到25座，数量居全
省第一。

文旅品牌

全市共有33个国家A级旅游景区，
48个省级旅游品牌项目。

全市累计创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
条、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重点县1
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和
示范点23个。

全市共有4个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15个村获评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特色村，4个镇获评广东省旅游风情小
镇；9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广东省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名单。

江门正以独江门正以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特的魅力吸引着
越来越多人的目越来越多人的目
光光。。图为下川岛图为下川岛。。

乡村精品民乡村精品民
宿如雨后春笋般宿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出现。。

古兜温泉风光古兜温泉风光。。

中西合璧的碉中西合璧的碉
楼建筑凝聚着百年楼建筑凝聚着百年
侨文化的厚重积侨文化的厚重积
淀淀。。郭永乐摄郭永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