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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潭江水，流淌的不仅是河水，还有绵延不
绝的文脉。潭江孕育出开平独特的华侨文化、碉
楼文化、美食文化、农耕文化、龙舟文化等丰富多
样的文化景象。潭江河上的赤坎华侨古镇，即是
这诸多文化的现存载体。

赤坎古镇四周被潭江支流水系包围。过去，
公路交通不发达，潭江是主要的通道，大大小小的
帆船逆江而上，船夫整齐划桨的吆喝声，划过江
面，穿越两岸的竹林。赤坎古镇因地处开平境内
的潭江上游而成为与中下游长沙、水口齐名的水
路交通枢纽，定期的航班通往县外39个港口，还与
县内乡镇码头相连。清朝的水运交通工具是木帆
船，1914年以后长途运输换上了电轮船，其豪华、
舒适、快捷，至今仍然鲜活地留存在赤坎镇老人们
的记忆之中。

赤坎古镇的河上生活着以捕鱼为生的渔民，
被称“疍民”。他们勤劳勇敢，以船为家，一艇一
户，常年的水上生产生活练成了识水性、识鱼情的
专业技能，捕鱼技术很高。随着疍户的上岸，疍民
的人数也日益减少。

传承好潭江文化，讲好潭江故事。潭江孕育
出开平独特的华侨文化，华侨文化融合了世界元
素和中国特色，开平碉楼与村落的世界文化遗产
之美享誉全球。凭借世界文化遗产地优势，开平
将赤坎古镇打造为中国文化旅游古镇新地标、中
国华侨文化保护典范；塘口镇建设成粤港澳大湾
区青年文创小镇；建设开平水文化科普教育基地，
宣传和传承开平特色水文化。

近年来，开平市以乡村振兴为主，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成效正逐步显现。赤坎古镇活
态保护以赤坎古镇华侨文化展示旅游项目为依
托，围绕侨文化开展，做好“侨”文章，打造侨文化
品牌。为更好传承和发扬侨乡文化，赤坎古镇引
入华侨文化展示旅游项目，与世界文化遗产开平
碉楼与村落相结合，在充分保护历史文物的基础
上开发，重现赤坎古镇的辉煌。

同时，对古镇的旧建筑修旧如旧，打造文化展
示和体验方面的内容，恢复赤坎古镇的历史风貌，
将赤坎古镇打造成为中国文化旅游古镇新地标，
成为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古镇文化、华侨历史文化、
开平碉楼文化的窗口。同时，在保持华侨特色建
筑风格的前提下，突出历史传承，融入“互联网+”
和“物联网”等智慧城市发展理念，推动侨乡建筑
艺术复兴，打造富有侨乡特色的智慧小镇、绿色小
镇和人文小镇。

正是得益于活化保护，原汁原味的“老赤坎”
生活得以保留，潭江上的赤坎古镇韵味得以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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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更清了，岸更绿了，鸟更多了。”提起苍
江的蝶变，开平市长沙街道的居民忍不住竖起
大拇指。在长沙街道，穿流而过的潭江碧波荡
漾，苍江绿廊沿河岸迤逦而上，岸边花木繁茂，
水清岸绿，骑行爱好者往来穿行，散步者悠然自
得，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到这份“生态红利”。

大树浓荫下，歌声悠扬，嫁进八一村30多
年的村民黄阿姨每天一早就带上麦克风和音响
到江边唱歌。“以前的小河堤变成绿廊后，道路
变得宽阔整洁，江水清澈见底，环境越来越好，
很多村民养成晚上出来散步、跳舞的习惯。”黄
阿姨说。

“利用苍江南岸围堤路建设生态文化绿廊，
既是我们街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示范点工
程，也是响应广东省‘万里碧道’、江门市‘千里
碧道’建设计划的先行项目。”长沙街道有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苍江绿廊这一轴线的建设，连接
沿线八一、平原、杜溪等资源禀赋优越的村居，
积极探索串起沿线村庄的各类空间资源，开发
和保护并重，治理与管护并举，建立起长效机
制，统筹推进全域美丽乡村整治提升、农村污水
治理巩固提升等工作。

“通过水域岸线并治，逐步有效改善农
村河流生态环境、提高水环境质量、改
善生物栖息条件。”开平市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一来促进河道
水体流动，稳定河势，促进区域生
态网络构建，提高农村生物多样
性，有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

写好“水文章”，答好“生态
卷”。近年来，开平市深入推行

“河长制”，市、镇、村多级河长与
民间河长齐抓共管，在“河长+河
道警长+民间河长+专职巡河员+
河道保洁员+护河志愿者”的河长制
工作链条基础上，联合开平市人民检
察院，创新建立“河长+检察长”工作机
制；利用河长制智慧一体化管控平台，公众参
与的微信端、河长巡查的App端、河长办管理
的计算机端、河长信息采集与互动的公示牌4
个渠道多管齐下，配套潭江流域综合预报调度
系统，将形成具有开平特色的智慧管理模式，让
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人和成为常态，不断
提高沿河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

此外，还制定河湖管护村规民约，带动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河湖治理和保护，着力营造全社
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

苍江绿廊的田园风光和区
位优势，吸引了新农人关耀强前
来创业。多年前，他在苍江绿廊
旁整合零散土地资源，建起了
40多公顷（600余亩）的“橘之
洲”沃柑种植基地，不仅推动土
地亩承包价从每亩近700元提
升至1000元，使得村集体经济
收入提高了约18万元，还为附
近村民提供了上百个家门口就
业的机会。2021年9月，这片土
地再次提档升级，打造成开平市
长沙橘之洲田园世界，建设采摘
园、共享田园、沃柑迷宫、花海、
露营和生态停车场等功能区，开
辟崭新的城乡结合旅游体验地，
吸引周边城乡居民前来旅游。

除了“橘之洲”，开平市还引
进苍江田美侨乡农创公园、优地
优企优品农业示范园区、高标准
水产养殖基地等产业融合发展

项目，并建设疍家文化展示
区、楼冈文旅、湿地田

园综合体等，加强
资源整合优化，
发 展 全 域 旅
游，助推乡村
振兴。

苍江绿
廊的建设，
产 生 了 辐
射 带 动 作
用，为沿线
村居发展提
供了动力。长

沙街道有关负
责人介绍，绿廊建

成后，带来城郊休闲
与旅游的大量人流，为沿

线乡村创造出发展乡村旅游、推
动产业振兴的机遇和条件。

“现在农村环境变好了，风
景变靓了，出入方便了，晚上有
很多人从城区驱车前来散步，搬
到城区的村民也更愿意回来过
周末，村里人流量大了。”平原村
党总支书记吴振述表示，该村计
划通过引入项目，发展现代农

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文旅等，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

“未来，依托苍江绿廊预计
能带动周边近十个自然村发展
乡村旅游和城郊休闲农业，通过
民宿、农家乐餐饮、共享农庄、农
事体验、乡村酒店等业态培育，
为村民创造大量返乡创业及就
业机会，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长沙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凭借绿水青山生态优势，开
平积极推进农村生态建设，大力
构建“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
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开
平特色水生态，在符合水利工程
管理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
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向经济效
益延伸，将水利风景区建设作为
提升水工程及水环境的文化内
涵和品位的示范工程，结合优秀
传统文化和名胜古迹开发，开展
水文化节点建设，打造具有流域
特色的水文化景观驿道、水利风
光带。

“我们通过整合资金、资源，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农耕文化体
验、乡村民宿民居、水上游径等
乡村旅游项目，不断壮大集体经
济，改善村民生活。”开平市水利
局相关负责人坦言，依托丰富的
生态农业资源，打造绿色水经济
新业态，可有效带动周边旅游业
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充分挖掘水
经济的潜力，通过配套建设的广
告牌、停车场、驿站、共享单车及
农产品直播带货基地等，每年带
来直接经济收入约3000万元，
伴随游客的增加可促进民宿业、
餐饮业等周边产业的发展，走出
一条以水利助推城乡增绿、农村
增美、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之
路。

如今，开平市正积极培育水
产业，盘活水资源，激活水优势，
开发多样化“涉水产品”，促进

“水资源+”产业发展，释放强大
的生态活力。

水域岸线并治
城乡“颜值”大提升

盘活水资源
发展水经济助群众增收

传承水文化
为城市留住根脉

侨乡开平秀美，在于生态，在于山水。城区三江六岸、山水相拥，乡村景致错落、田园风光独特。母亲河——潭江，由西向东从开平中部穿流而过，形成肥沃广袤的潭江冲积
平原，宽阔徐缓的潭江及其河涌在平原上如蛛网状分布，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也带来舟楫水运的发达。

开平水系丰富多样，水网密布发达，水文开发前景广阔。2023年，开平信心满满，明确要争创国家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县。为此，开平市创新提出“坚持治水、治产、治
村一体，生产、生活、生态、生意相融”的治理思路，以水为线，沿河乡村为珠，串珠成链，将镇海水流域内的七个镇串连成粤港澳大湾区内一个水美乡村的示范片，实现水系、产业
连通，打造“宜业、宜居、宜游”新农村，并以此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同时以“一脉四带六节点”进行布局。

通过恢复农村河湖基本功能、修复河道空间形态、提升河湖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挖掘和活化利用水文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长廊建设、扎实推进“一村一品”建设，重点从文化
美、生态美、产业美三个维度着力打造一批“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人和”的水美乡村，并将其打造为“农家人的安居之所，都市人的休闲小站，现代人的心灵家园，艺术家的
创作天堂，广大侨胞留住乡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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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河湖开平河湖““颜值颜值””提升了提升了，，越来越来
越多的群众享受到越多的群众享受到““生态红利生态红利””。。

得益于活态保得益于活态保
护护，，潭江上的赤坎古潭江上的赤坎古
镇韵味得以留存镇韵味得以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