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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黎禹君 聂继业 钟颖杰）为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激发
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5月4日中午，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团市委、市直机关工委联合开展的市机关大院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品牌活动“学习进行时”微课堂：江门青年说——侨
都青年助力高质量发展分享会在市委市政府小会堂举行。活
动邀请了江门市农业、科技、文化三个领域的杰出青年代表，
围绕高质量发展，讲述个人成长和奋斗的青春故事。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
门市首届侨乡青年榜样、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吴恩来，首届
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第二届侨乡青年榜样提名奖获得
者、新会区古德生态农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彬宏，江门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濠泥鸡”制作技艺传承人、开平市政协
委员、2022年开平市青年榜样获得者冯永勇分别以自身经
历切入，讲述了精益求精、争当大国工匠，学成归国、投身乡
村振兴，党建引领、传承发展非遗的青春奋斗感人故事。

活动现场，干部职工认真聆听，深受启发，纷纷表示要以
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有为的状态投入工作，立足岗位、苦练
本领、创先争优，奋力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勇做行业骨
干，争做青年先锋。“榜样的故事，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更加坚
定了我们奋斗的信心。”江门市机关大院干部尹相谛说，作为
党员干部，要努力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去传承和弘扬五四精
神。江门市机关大院干部黄加杰说，作为年轻团干部，要紧
紧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引领更多团员青年在江门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奋勇争先，贡献青春力量。

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吴恩来：
努力做到“四有”开发自身创造力

“新时代青年走好成才之路需要掌握和践行六大要领：
理想、学习、专攻、创造、勤奋、立德。”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吴
恩来以《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当家——技能人才》为题，从技能
人才重要作用、技能人才成长经历、培养技能人才体会三方
面出发，与大家进行了分享。

吴恩来认为，牢固树立理想和信念，是新时代青年走向
成才的精神支柱；看准一件事就要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心无
旁骛地努力做下去；开发自己的创造力，需要努力做到“四
有”：一要有好奇心，二要有想象力，三要有探疑精神，四要有
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新时代青年在成才的路上既需
要重视知识能力的提高，还要重视品德人格的养成，做到德
才兼备。

在培养技能人才方面，吴恩来认为，要培养技能人才的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让江门涌现出更多技能人
才，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黎禹君）

新会区古德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彬宏：
年轻人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今年31岁的张彬宏出生在新会区双水镇东凌村，自小
在浓厚的农耕文化熏陶中成长。高中毕业后，张彬宏到澳大
利亚就读科学工程系专业，并开始注重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
的积累。

归国返乡后，借鉴国外先进经营理念和农业发展模式，
以绿色生态现代农业为总体目标，张彬宏创办了新会区古德
生态农场有限公司，成为其法定代表人。“虽然在创业过程中
遇到不少挫折，但是通过参加各项农业培训班、大胆尝试参
与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不断积累知识，克服困难，最终得到党
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争取到低息贷款帮扶，让我战胜了一
个又一个难题。”张彬宏说。

“年轻人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因为农村太需要注入新
的技术，太需要我们这种扎根农村、热爱农业、充满创新活力
的新农人去打破传统农业的格局。”回忆6年来创业的艰辛
路，这名“90后”新农人说。 （黎禹君）

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镇濠泥鸡”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永勇：
为文化遗产注入新动力

作为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濠泥鸡”制作技艺传承
人，冯永勇在传承发展中，以党建引领推动非遗文化发展，同
时注意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助力乡村振兴。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以及推进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冯永
勇以保护和传承“镇濠泥鸡”非遗项目为基础，经过不断探索
和开发，将“镇濠泥鸡”成功转型为开平市极具代表性的旅游
纪念品。在乡村振兴方面，其创办的开平市“镇濠泥鸡”非遗
传习馆，带动村民居家就业，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为了实现为文化遗产注入新动力，在更广泛人群间引
发关注，吸引新生代的视线，我一直在文创领域积极探索。”
冯永勇说。此外，他还组织开展非遗体验活动，让华侨亲身
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勾起华侨及后代的乡愁情思，增强海
内外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和交流融合，凝聚侨心侨力，共同
为推动江门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黎禹君）

侨都青年助力高质量发展分享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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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效应、榜样力量，可以引导人们树
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文化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源源不断的精神
动力和道德滋养。

从近期看
成效，系列纪
念活动政府搭
台 ，专 家 学
者、清 华 校
友、先生后
人 齐 聚 一
堂，追怀先生
风范、共叙家
国情怀，在家
乡、在粤港澳大
湾区、在海外华侨
华人中引发强烈反
响。

这是梁氏后人对故乡
这片热土的深情奔赴——

“外祖父幼年是伴着茶坑村的灵山秀
水和纯朴乡风成长的，他就是从这里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梁启超外孙、梁思宁之子
章安宁表示，非常感谢江门市和新会区举

办系列纪念活动，让梁家后人在启超
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回到

家乡和父老乡亲一起来缅
怀先辈，并实地了解家
乡这些年来的变化和
发展。

这是市民游
客对启超文化的
热切追求——

虽然斯人
已去 90 余载，
梁启超的名人
效应却还在代代
相 传 、不 断 放
大。今年“五一”

期间，梁启超故居
纪念馆参观总人数

达21619人次，数据是
2022年“五一”期间2506

人次的近10倍！
4月29日，“五一”假期第一天，

也是修缮升级后的梁启超故居纪念馆重新
开放的首日。当天中午下起了小雨，但无

碍游客参观的热情，大家沉浸在充满诗书
意蕴的环境中，静心欣赏历史资料和展览
品。“全新的展览很大气，让我们直观地了
解启超先生的生平经历和成就。”从佛山来
的谢先生一家第二次到此参观，深入感悟
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家教家风。

“这次来到启超故里，感觉这里很棒！
启超文化是这个地方独有的‘滤镜’，那种
源于文化的滋养让人心生向往。以后有机
会我还会再来，继续深入了解这个地方，感
受这里的文化和生活。”清华大学深圳校友
会副会长房蓉晖说。

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冀表示，
江门将更进一步发掘梁启超先生精神文化
内涵，擦亮“启超故里”城市名片，让启超先
生留给侨乡人民的精神宝藏穿越百年绽放
出更大的时代光芒与现实力量。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抚今追昔，任重
道远。成长在新时代的“中国少年”“侨都
少年”，应当责无旁贷地从先贤手中接过历
史的接力棒，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
要力量。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启超文化
传承成果、更多创新创造成果写在大湾区
和侨乡大地上，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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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
步未可量也。”今年是一代名家
巨匠梁启超先生诞辰 150周
年。国家之繁荣，民族之强盛，
今日之盛景，如先生之所愿。

放眼全国，包括梁启超先
生故乡江门新会，以及北京、天
津等地，人们纷纷以不同的方
式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之情。在
一场场形式多样、仪式感拉满
的活动中，一个血肉饱满的梁
启超，穿过历史，风尘仆仆而
来。

连日来，江门举办了“梁启
超与中华民族”主题报告会、清
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活
动、梁启超先生专题展等多场
主题活动，回顾先生博大精深
的学术成就，感受先生炙热沸
腾的爱国情怀，汲取先生百科
全书式的如海智慧，进一步深
挖弘扬先生的精神文化内涵。
系列主题活动的举行，无疑为
侨都江门温暖的春日加了一把
柴，添了一把火。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经升级修缮，重新开放的梁启
超故居纪念馆火了，吸引了逾
2万人次前来打卡，人流量是
去年同期的近10倍，成为文旅
“新地标”。

150年过去了，我们为何还
要纪念梁启超先生？这是“中国
侨都”江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举措，也是江门心怀“国之
大者”、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工
程、全力打响“启超故里”文化品
牌的具体体现，为加强海内外中
华儿女大团结、同心共圆中国梦
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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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毕至、谈笑风生、交流碰撞，一场
场跨越山海的思想奔赴，一次次传承启超
文化的南北互动，给我们留下珍贵的记忆
与痕迹。

从本次系列纪念活动的覆盖广度来
看，江门并非只是在一己之域发力，而是跨
越了百年时空，跨越了南北大地，去动员、
去布局、去谋划，活动范围之广、精神传承
之深、影响范围之大，不言而喻。回溯时间
线，我们可以看到：

4月 22日，适逢农历三月初三上巳
节，也是文人墨客们吟诗作文的盛日。当
天，“梁启超与中华民族”主题报告会在江
门举行。报告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五邑大学
等院校的文史专家和学者，围绕启超文化
精神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一个个“金点子”
频出。

值得留意的是，同在4月22日，梁启
超诞辰150周年暨2023年清华大学人文
学院博士生学术论坛开幕，启超故里和清

华大学南北呼应、紧密互动。
一周后，南北双方再次互动。4月28

日，清华校友总会，江门市委、市政府在清
华大学以“君子之教、大地清华”为主题，
共同举办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活
动。当天，梁启超先生专题展开幕式在新
会梁启超故居同步举行。通过视频连线，
两场盛会跨越空间，云端相会，“融”出精
彩。

150年过去了，从侨都到首都，为何先
后在同一时间相约，以这样颇有仪式感的
方式纪念梁启超先生？

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清华校友总会会
长王希勤所言，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清
华大学以《君子》为题作演讲，深
植下清华文化的根；先生首
创的“中华民族”概念，
凝聚起振兴中华的
魂。

又如江门市
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岸明所说，先生在
家乡人民心中有着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
他1902年首创“中华民族”概念，1914年
在《君子》演讲中首次凝练出“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思想，对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贡献至伟。

回顾过去，梁启超的一生短短56年，
却留下了少年苦读、参与戊戌变法、主张君
主立宪、反袁护国，以及晚年著书立说、成
为一代文化巨擘等一座座震慑人心的岁月
丰碑。几乎每一个人生阶段，他都在中国
近代历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

放眼当下，先生的论述和思想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

华优秀文明的智慧结晶，引领
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
我们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强大
精神力量。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
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
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一个多世纪前，
一篇《少年中国说》，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主
旋律”，给万马齐喑的时代带来了春雷，胜
却无数的大炮火枪。

从本次系列纪念活动的深远意义来
看，连续举办多场主题活动，不遗余力地挖
掘、宣传、发扬启超先生家教家风和爱国精
神，彰显了心怀“国之大者”的侨都担当，可
以启发后人学习其爱国精神、教育精神、实
践精神、求真精神和改革精神，举起时代旗
帜，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百年来，梁启超先生的爱国情怀、世界
眼光、国际视野在侨乡大地、在粤港澳大湾
区产生巨大影响。一代代江门籍侨民先辈
放眼看世界，漂洋过海、闯荡世界，传承“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广大海外

侨胞不仅为住
在国和地区发展
作出巨大贡献，更
爱国爱乡、情系桑
梓，积极投身家乡建
设。

时过境迁，梁启超先生
的维新思想不同程度地被时代超
越了，但其梁氏家教家风仍具现代意义，爱
国情怀仍激荡人心。

当前，江门市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心怀“国之大者”，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努
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一轮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主力军、主战场。

陈岸明在清华校友君子文化传承发展
活动上表示，“期待全面深化与清华大学在

科教、产业、人
才等领域合作，
共同把‘启超故

里’建成国家级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交流重要平台，推动
君子文化走向世界”。充分

体现了心怀“国之大者”的施政
格局，以及中国侨都江门的视野格局。

作为海外华侨华人观察广东乃至中国
的重要窗口，当前，江门仰观大局，心怀“国
之大者”，感恩自强奋进，围绕全力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
坚定实施“港澳融合”“侨都赋能”工程，在
书写以侨为桥、同心筑梦的新篇章，持续擦
亮中国侨都窗口的同时，也彰显了服务“一
国两制”大局和联系服务全球6000多万华
侨华人的侨都担当。

百余年来，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
活力的启超文化圆融于五邑文化、圆融于
岭南文化、圆融于中华传统文化，已然成为
悠悠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
珠。

从长远看举措，作为启超先生故里，一
直以来，江门市高度重视发掘梁启超的精
神文化内涵，围绕发挥梁启超历史名人资
源优势，用心呵护、擦亮“启超故里”文化品
牌。

江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启超文化
价值挖掘与弘扬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持续推进，并将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全面赋能侨都文化建设和社会发
展。

2021年下半年，江门就着手筹划梁启
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活动，在清华大学校
友总会、建筑学院、校史馆等大力支持、指
导下，大家饱含敬意，齐心协力精心策划。
早在2021年底，“精心筹划梁启超先生诞

辰150周年纪念活动”便写入江门市第十
四次党代会报告。

在梁启超先生专题展开幕式上，江门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晖表示，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今日江门生机盎然、
欣欣向荣，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少年之城”，
当不负今日，不负时代，大力传承启超精
神，奋楫扬帆再启程，为民族之伟大复兴再
添新彩。

在清华大学的支持下，去年来，江门按
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保护梁启超故
居，精心策划梁启超先生专题展，全面客观
地展现一个瑰意琦行的启超形象。

“这次回来，变化真的太大了，一路上
我感觉目不暇接。茶坑村变得更美了，尤
其是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周边，连片式规划
升级可见用心用情，整个村落人文气息更
浓厚。新会区乃至江门市的发展也让人欣
喜，尤其是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提升，让
我感受到勃勃生机。”梁启超孙女、梁思礼

之女梁旋说。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族传

奇在侨都大地流传至今，对动员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近
年来，依托“启超家风代代传”项目的实施，
江门大力整合社会、学校、家庭各方面力
量，将梁启超教育理念融入教育事业发展
中，贯通到学校教育文化中，全力培育“梁
启超教育文化品牌”。

现如今，谦逊厚爱的梁启超家教家风
在“启超故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弘扬和传
承，如和风细雨吹入寻常百姓家，影响着一
代代侨都人。

未来，江门将继续不遗余力地挖掘、
宣传、发扬启超文化，不断厚植文化自信，
凝聚民族力量，在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
中，为江门新时代文化建设、文旅融合提
供更加丰厚的人文滋养，为侨都高质量发
展、文化强国建设创造更加强劲的精神动
力。

心怀“国之大者”的侨都担当

传承启超文化的南北互动

弘扬启超文化的家乡接力

精神宝藏绽放的时代光芒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银换）“五一”假期，江门各景区
迎来巨大的客流，为最大程度保障游客体验和出游文明、安
全，我市各景区多措并举，通过志愿者提醒、张贴宣传海报等
方式开展文明旅游正面引导，共同守护假期文明风尚。记者
走访江门多个景区看到，游客出游热情饱满，纷纷拿出手机
拍照，记录眼前的美景。在景区的温馨提醒下，他们自觉维
护旅游环境，文明旅游成假期出游主流。

记者在《狂飙》主要取景地——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发现，
车辆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有序停放，大家都能有序参观。为
帮助市民错峰避堵，精准找到停车位，节前，我市结合“狂飙”
打卡线路、辖区路网特点和天气情况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研判，发布“五一”假期停车指南；“狂飙”公交旅游专线优
化线路，方便游客上车观景，下车游玩。来自惠州的李小姐
说，在游玩中，虽然人很多，街道有些拥挤，但大家文明出游
的意识很强，都能自觉维护街区的环境卫生。

“各位游客，请登记后再有序进入参观。”在陈垣故居，有
多名志愿者为游客做好指引服务。这个假期，一抹“志愿红”
成为江门景区一道靓丽风景线。在江门多个景区，既能看见
车水马龙的观光热潮，也能看到一个个“志愿红”活跃在人群
中，热情为游客提供服务。

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文明创建
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开新局

文明旅游文明旅游之

文明旅游成“五一”出游主流

44月月2727日日，，梁启超纪念中学的学生梁启超纪念中学的学生
在梁启超故居纪念馆梁启超铜像前诵读在梁启超故居纪念馆梁启超铜像前诵读
《《少年中国说少年中国说》。》。

在清华校友君子文化在清华校友君子文化
传承发展活动中传承发展活动中，，清华师清华师
生倾情演出情景舞台剧生倾情演出情景舞台剧
《《君子之教君子之教》。》。

重新开放的梁启重新开放的梁启
超故居纪念馆吸引了超故居纪念馆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