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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坎华侨古镇依水而兴，因
侨而盛，至今已有370多年历史，
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侨文化。赤坎
旧镇近代建筑群是广东省文物保
护单位，包括19栋独具特色和代
表性的文物建筑。从20世纪二三
十年代开始，赤坎华侨古镇以长
堤为核心，起“楼”建“市”，在海外
侨胞的支持下，先后建起600多
座骑楼，绵延3公里，这些骑楼都
有80—100年的历史，是全国规
模最大、界面最连续、保存最完整
的侨乡骑楼建筑群。

到了二十一世纪，历经百年
风雨后，赤坎华侨古镇的不少侨
房、骑楼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
亟待进行抢救性保护。面对文化
保护传承和城镇发展之间的矛
盾，开平市提出打造赤坎古镇华
侨文化展示旅游项目，通过对赤
坎华侨古镇建筑进行保护与活化
利用，延续古镇历史风貌，传承和
弘扬华侨文化，让赤坎华侨古镇
从一个侨乡商贸圩市向华侨华人
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转变。赤
坎华侨古镇也实现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

因此，赤坎华侨古镇也被赋
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努力把赤
坎华侨古镇打造成集岭南文化、
华侨文化、乡村文化、休闲文化于
一体的展示平台，成为广东乃至
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文旅新地
标、全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的重点项目和典型范例、传播中
华传统文化的新载体。

赤坎华侨古镇项目相关负责
人朱元旻告诉记者，赤坎华侨古
镇项目坚持修旧如旧理念。每一
栋单体建筑的修缮工作都经过专
家论证，聘请专业人士对单体建
筑开展修缮、改善和整修等保护
工作，力求细致严谨。

在规划过程中，赤坎华侨古
镇坚持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活化
利用，以历史场景为脉络、以传统

碉楼、骑楼为依托，形成华
侨历史文化、商业综

合、休闲度假以及
岭南骑楼建筑景
观聚集带。赤
坎华侨古镇
内文化展示
节 点 共 有
35处，其中
有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建
筑、一般不
可移动文物

建筑、历史建
筑，经过保护性

修缮会陆续活化
利用展示，构造古镇景

区文化展示基础，展现二
十世纪初期赤坎商贸繁荣景象和
市井生活。

走进赤坎华侨古镇，堤西路
上街头巷尾十足的烟火气，日暮
时分放映的露天电影，夜幕中一
盏盏色彩艳丽的河灯，还有高科
技满满震撼上演的音乐水舞秀
……历史与现代的交融，让重启
的古镇迎来大量客流。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赤坎华
侨古镇项目带来了社会、经济双
重效益，形成了经济发展和文化
保护互促互进的正向循环，依托
文化基础发展文旅产业带来效
益，市场化运作带来的经济效益
再反哺文化保护与发展。

赤坎华侨古镇也不负众望，目
前已成为赤坎镇乃至开平市的文旅
产业“龙头”，辐射带动了周边村镇
的文旅产业发展，以文旅赋能乡村
产业振兴。在6月2日广东省委、省
政府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
见》中也提出了要“支持江门市开平
赤坎华侨古镇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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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门市级非

遗项目开平卖鸡调的

代表性传承人，我希望

通过‘非遗名家工作

室’让更多学生了解并

爱上开平民歌，把开平

民歌代代流传。”6月7

日，江门市级非遗项目

开平卖鸡调代表性传

承人梁淑苗参加了

2023年开平市“走进

非遗名家工作室”系列

活动。6月10日是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平

市以此为节点推出了

系列活动，讲好开平非

遗故事，“遗”脉相承。

开平市作为中国

文化艺术之乡，在这片

文化沃土上孕育出光

彩迷人的文化和自然

遗产。每一项文化和

自然遗产，都是人类文

明的珍贵记忆，是历史

文脉的延续，而在侨乡

开平，这些文化和自然

遗产更是蕴含了海内

外乡亲、侨胞的根与

魂，开平市通过保护和

活化文化和自然遗产，

守护海内外乡亲的根

与魂。

开平碉楼与村落是广东省首
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
侨文化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自
力村碉楼群静静矗立在碧绿稻田
中已近百年；马降龙碉楼群静卧百
足山下，临潭江水而立，翠竹掩
映。从这两个代表性世遗载体我
们可以看到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原
生态美。

据悉，自申遗成功16年来，开
平碉楼的保护工作脚步不停、创新
不断。努力讲好“碉楼故事”：将每
年6月定为“开平碉楼保护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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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培育文物保护修缮人才；创新
推行不可移动文物智慧管理，建设
文物智慧安防消防巡查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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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展示：推出原
创歌曲《一纸情长》；在自力村活化
利用3间传统民居打造成开平碉楼
建筑艺术展示馆；与澳门联合举办
世界文化遗产嘉年华；连续举办三
届“设计激活世遗”国际文创大赛
等。去年8月，还成立了江门市开
平古建筑与世界文化遗产研究院，
特聘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等18
位专家学者为研究院首批专家顾
问。

今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黄坤
明在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群调
研时指出，开平碉楼承载着华侨华
人爱国爱乡、造福桑梓、开放兼容
的精神内涵，是广东华侨文化的重
要体现，我们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
责的态度，带着深厚感情用精细功
夫做好碉楼建筑群的保护修缮和
活化利用工作，不断提升文化遗产
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

记者从开平市文广旅体局了
解到，为落实好黄坤明书记调研指
示精神，开平市从五个方面做好碉
楼建筑群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工作，讲好碉楼背后的故事。一是
充分发挥江门市开平古建筑与世
界文化遗产研究院作用，持续推进
世界文化遗产和历史街区的保护
与活化利用。二是加快世界文化
遗产数字化中心建设，构建碉楼数
字化资料库，做好开平碉楼与村落
的数字化保存及展示。三是推动
粤剧《碉楼》在上半年正式展演，集
中展示岭南文化、华侨文化和建筑
文化。四是继续举办好世界文化
遗产嘉年华和“设计激活世遗”国
际文创大赛，巡回举办《开平碉楼
背后的故事展览》，加快建设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大平台。五
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世界
文化遗产和碉楼文化旅游区国家
5A级景区两张金名片，持续擦亮

“广东旅游看碉楼”品牌，引领塘口
镇打造全省乡村旅游集聚区样板，
与赤坎华侨古镇双核擎动，助力开
平市争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省“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示范
县。

连日来，开平市以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为契机，推出了走进非遗名
家工作室、2023开平市“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故事音乐晚会、非遗进
校园、线上非遗摄影作品展等活动，
营造良好的非遗保护传承氛围，加
大非遗保护传承的宣传力度。

其中，2023年开平市“走进非遗
名家工作室”系列活动由名家工作
室主持人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室开展
非遗传习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工作
室人才培养的示范带动作用，提升
乡土文化人才的整体素质，促进乡
土文化薪火相传，同时也为开平民
歌、开平乡土技艺等方面的人才提
供了艺术交流和辅导培训的平台。

6月 7日下午，2023年开平市
“走进非遗名家工作室”系列活动
——开平民歌趣味小课堂在苍江中
学举行，江门市级非遗项目开平卖
鸡调代表性传承人梁淑苗向学生介
绍了开平民歌的历史并教导学生传
唱开平民歌。现场还有互动抢答环
节，梁淑苗把“开平民歌”作品集赠
送给参与互动的学生，激发学生对
民歌的热爱，更好地实现民歌传承。

6月8日上午，泮村灯会传习活
动在水口镇第三小学举行，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泮村
灯会传承人邝活发为学生介绍了泮
村灯会的历史和传承价值，一起观
看了泮村灯会活动的视频介绍，现
场还设置有奖问答游戏以及制作花
灯小手工等环节，加深了学生对泮
村传统民间民俗文化的认识。

“‘非遗名家工作室’的设立为
培养年轻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搭
建了平台，让年轻人了解泮村灯会
的历史，通过他们将泮村灯会传承
和发扬下去。”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泮村灯会传承
人邝活发说道。

水口镇第三小学学生许同学
说：“通过这节课我们了解了泮村灯
会的历史，还做了一个漂亮的泮村
花灯小书签，大家都很喜欢。”

据了解，目前，开平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有45项，
其中，国家级1项，广东省级4项，江
门市级23项，开平市县级17项。一
直以来，开平市秉承“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
指导方针，加大非遗保护和传承力
度，促进非遗事业繁荣发展。

一方面，开平市不断挖掘本
土文化，充实非遗项目名录。
2022年，成功推荐8个项目被
列入第九批江门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名录，5位传
承人被认定为第七批江门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在各镇街新设立10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成立以
江门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为主持人的开平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家工作室5家。

另一方面促进文旅融合，推
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今
年5月，开平市文广旅体局协助江门
市文广旅体局邀请江门市各地的39
个非遗项目参与“中国（江门）侨乡
华人嘉年华”活动，去到赤坎华侨古
镇景区进行非遗展示展演，包括蔡
李佛拳、江海佛装狮艺、白沙茅龙
笔、新会葵艺等。

为增强赤坎华侨古镇的
文化特色，开平市文广旅体
局还协助赤坎华侨古镇联
系省内各地（市）的非遗项
目和非遗传承人，邀请入
驻赤坎华侨古镇。2023
年春节期间组织“送戏进
景区”和“非遗进景区”活
动，组织广东音乐、粤剧折
子戏、开平民歌表演唱、民
谣、舞龙舞狮、开平民间杂技
等本土特色文艺节目到赤坎

华侨古镇进行演出，同时，还在
赤坎华侨古镇举办了“非遗集市”

和“开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
览”，丰富赤坎华侨古镇试运营期间
的业态和文化体验。今年2月组织
泮村灯会进赤坎华侨古镇景区展
演，吸引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
体关注，进一步推动了当地文旅融
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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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组织泮村
灯会进赤坎华侨古镇
景区展演。

开平市对赤坎华侨古镇建筑进行
保护与活化利用，延续古镇历史风貌。

梁淑苗向学生们介绍梁淑苗向学生们介绍
开平民歌的历史并教导学开平民歌的历史并教导学
生传唱开平民歌生传唱开平民歌。。

赤坎华侨古镇保存了全国规模最大赤坎华侨古镇保存了全国规模最大、、界面最连界面最连
续续、、保存最完整的侨乡骑楼建筑群保存最完整的侨乡骑楼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