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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侨刊背后的“操盘手”
一群年过七旬的退休老人推动沙堆“集体家书”与时俱进

记者昨日翻开最新的第
128期《沙堆侨刊》，一共84页
的全彩刊物图文并茂、内容丰
富，既有本刊专栏，也有城区新
闻、镇讯村闻等，令读者可以从
多个方面了解家乡发生的新鲜
事。

这一本“集体家书”，自1922
年创刊至今，历经百年风雨沧桑，
一代代主编、编委、通讯员接力，
以“侨”为主线，记录沙堆百年发
展史，传递乡情、沟通侨情，而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侨刊竟
是出自一群年过七旬的退休老人
之手……

沧桑见证
历任编委接力义务服务家乡

沙堆镇是新会区的著名侨乡，全
镇常住人口3.4万人，定居海外的华侨
华人、港澳同胞4.3万人，故称“海外也
有一个沙堆”。

《沙堆侨刊》的前身是《公安月
刊》，创刊于1922年，此刊物出版后得
到海外侨胞的喜爱，纷纷捐钱支持继
续办刊。随着时局变迁，刊物经历数
次停刊和更名，1981年，在广大海外
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支持下，沙堆
镇决定复办该刊物，复刊首期更名为
《沙堆侨刊》，一直沿用至今。

走进超过百年历史的沙堆侨安会
大楼，《沙堆侨刊》编辑部正位于此，室
内的桌椅、空调、电脑、电视等办公设备
大多数贴有捐赠人或单位名称的标签，
这些均由热心的海内外乡亲捐赠，而墙
上挂满了活动剪影、锦旗和奖状。

“这个牌匾你拍下来了吗？这个
是‘广东百年侨刊’，刚刚从省里拿回
来的。”《沙堆侨刊》复刊后第六任主编
李如松对每一样物件如数家珍，兴奋
地为记者介绍，目前，沙堆侨刊社编辑
部共有7名编委，都是本地的退休教
师和干部。李如松笑称，编委们是“三
无”人员（无编制、无行政级别、无工资
奖金），和一百年前一样，大家传承前
辈无私奉献的精神，义务为家乡服务。

据介绍，《沙堆侨刊》的办刊经费

主要来自沙堆海内外热心乡亲的捐
助，以及沙堆镇政府的支持，每期《沙
堆侨刊》都会列明收支情况，特别鸣谢
赞助办刊经费的单位和个人。

《沙堆侨刊》每年出版3期，除了
寄送到沙堆乡亲较为集中的国内港澳
地区，海外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古
巴等国家，还寄送到加勒比海南部的
库拉索（荷兰王国自治领土）。由于经
费有限，一般都会采用水陆路邮寄，纸
质版的《沙堆侨刊》送到海外乡亲手上
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编辑部的电脑中收录了500多个
海内外通信地址，李如松回忆道，最高
峰的时候每期印刷和发行近 1500
本。早期寄送信件需要人工手写收信
地址，后来编辑部添置了打印机，大大
方便了工作。

“虽然现在每期侨刊都会制作成
电子版，在手机上就能阅读，但是老一
辈的乡亲还是喜欢这种书本握在手里
的感觉。”李如松表示。

“侨味”突出
搭建维系乡情的桥梁
《沙堆侨刊》内容丰富，主要包括本

刊专栏、国内新闻、镇讯村闻等，稿件的
来源广泛，既有来自新华社、《江门日
报》等主流媒体的信息，来自“沙堆发
布”微信公众号的乡镇最新资讯，还有
编委们撰写的专栏、各村的通讯员来
稿等。“我们侨刊上的稿件一直要求简

明扼要，文章简短精练、通俗易懂，增强
刊物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李如松说。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侨情”栏目
收集海内外乡亲撰写的文章，分享海
内外乡亲生活的点滴，世界各地沙堆
侨安会的最新活动等，文笔朴实，情感
真挚，以此实现双向互动交流，搭起了
一座维系乡情的桥梁。

“一级米3.8元，比上季升0.3元；
花生油14元，比上季升4元……”沙
堆市场信息是每期《沙堆侨刊》必有的
栏目，每逢进入编辑工作的尾声，编委
们都会来到本地市场，记录“柴米油
盐”的最新行情，在字里行间瞬间拉近
了读者与家乡的距离，仿佛仍在沙堆
生活，从未远去……

不断学习
侨刊采编工作与时俱进
《沙堆侨刊》复刊后第五任主编、

现任编辑顾问高留磅聚精会神地盯着
电脑屏幕，年过八旬的他虽然动作略
显缓慢，但仍然一丝不苟地对版面进
行调整。自2002年退休后，高留磅义
务参与《沙堆侨刊》编辑工作近21年。

2014年，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
时任主编高留磅与副主编李如松商
量，将原来的黑白版改为彩色版，《沙
堆侨刊》迎来重大变革。

这项工作对于一群长者来说不可
谓不艰巨。他们虚心请教熟悉电脑的
年轻人，从设计栏目板块，加工图片，

到编辑排版……通过不断学习，攻克
一个个难关。终于，在《沙堆侨刊》复
刊101期成功改版，使这本“集体家
书”得以图文并茂，得到海内外乡亲的
赞许。

旅美乡亲林根养在回信中表示，
看到由祖国寄来的邮件，我想，“集体
家书”来了！连忙打开信封一看，光彩
夺目的第101期《沙堆侨刊》映入眼
帘，令人耳目一新。

旅港同胞聂能路来信说：“全书彩
印、图文并茂，反映出家乡万象更新，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激发了每个
游子对祖国的热爱。”

逾百年来，这封“集体家书”促成
了海内外热心乡亲捐资赠物积极支持
家乡建设，包括建设水电站、粮食加工
厂、中小学、剧院等，使得家乡实现翻
天覆地的喜人变化。

“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和微信，我们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肯定，感觉特别高
兴。为了不辜负海内外读者的期望，
我们会尽自己的能力，继续办好这本

‘集体家书’。”李如松说。
2021年，沙堆镇联合专业公司，

将《沙堆侨刊》《独联侨刊》《梅阁侨刊》
等近400期，共计2.8万页的纸质书转
化成电子书，建立沙堆侨刊大数据库，
方便阅读和使用。同时，在“沙堆发
布”微信公众号设置《侨刊百年》品读
栏目，展示精选优秀稿件，向大众讲好
沙堆“侨”故事。

凝聚侨心
高标准打造华侨文化展览馆

谈到多年编辑工作中最难忘的事
情，李如松表示：“是我们的工作得到
广大读者的肯定。如去年侨刊创刊
100周年，该镇镇委镇政府十分重视，
镇里打造‘根在沙堆’沙堆镇华侨文化
展览馆，主要内容来自我们的侨刊。”

为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工程，更
广泛凝聚侨心、侨智、侨力，携手海内
外华侨华人构建新时代侨乡沙堆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沙堆镇高标准打造“根
在沙堆”沙堆镇华侨文化展览馆。该
展览馆位于沙堆圩中心路“侨安会”旧
址旁，面积超300平方米。全馆收录
照片、图片300余张，收集历史旧物及
档案资料超 40 件，布展文案 1.6 万
字。全面展示了沙堆华侨历史文化的
人、物、事，凸显沙堆侨文化一帮人（名
人众多）、一侨团（侨安会）、一侨刊（
百年侨刊）等有代表性的“三件宝”。

“根在沙堆”沙堆镇华侨文化展览
馆通过VR全景云技术，打造“永不落
幕”的线上展馆，方便市民群众、海外
乡亲随时随地回顾沙堆籍海外华侨华
人、港澳同胞支持家乡建设的事迹，感
受沙堆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进
一步凝聚侨心、侨智、侨力搭建更有广
度、更有厚度的“精神家园”。

办证难问题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
关的民生问题，直接影响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今年年初，司前镇天等村
梁先生向镇纪委反映，2021年6月，
他向天等村委会提交资料申请办理宅
基地不动产权证，但直至今年仍停留
在《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的发放环节，

导致证件迟迟无法办理，对此，他很是
苦恼。

该镇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后立即前
往天等村，现场查看梁先生的宅基地
情况，并向村级宅基地协管员李某了
解情况。据悉，司前镇农村宅基地和
建房审批管理工作由镇农业农村办牵

头，镇自然资源所和镇规划建设办各
负其责、统筹开展。村委会负责统一
收集群众申请资料，提交镇农业农村
办初审，同时积极配合各部门完成相
关手续，协助告知群众办理审批事项
所需资料及办理流程。

“2021年10月，我把所有资料提

交给镇农业农村办，但之后一直没有
消息……”李某告诉该镇纪委干部。

“这件事关乎群众民生福祉，一点
都不能含糊。一年多的时间，你作为
负责该项工作的村干部，为何没有跟
进办理进度呢？不作为慢作为也是一
种失职失责的表现。”面对镇纪委指出
的问题，原本还以工作忙碌为借口的
李某，羞愧地低下了头。

随后，该镇纪委又来到镇农业农
村办，详细查看梁先生提交的农村宅
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表、审批
表以及使用承诺书等资料，发现文书
审批手续完备、内容齐全，也保留了
《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的存根，但“经
办人签名”等纸质材料由于保管不
善，已经丢失，加上前任经办工作人
员已经离职，新接手的工作人员又不
了解其中内情，这桩事似乎成了“无
头公案”。

“既然有存根，证明当时梁先生的
批准书已经被领取了，那到底批准书
现在在哪里呢？”面对这个棘手的问
题，该镇纪委并没有被难倒，而是认真
分析研判，并电话联系镇农业农村办

前任经办人员，了解具体情况。
原来，该镇农业农村办在审核办

证资料时均有做好台账登记，但在发
放《农村宅基地批准书》时，没有对领
取人员的身份作统一规定和登记，办
证群众、村级宅基地协管员或其他受
委托的村干部都可以随意领取。由于
无证可查，目前也无法找回遗失的批
准书。

“你们要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完
善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台
账，做好签领人员登记工作，严格用地
建房全程管理。”该镇纪委切实以监督
推动问题整改，督促镇农业农村办负
责人完善内务管理制度，杜绝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同时，为避免群众“再跑一次”，该
镇纪委立即督促天等村宅基地协管员
李某联系梁先生做好解释工作，帮助
其重新收集办证所需资料，并加强与
各职能部门沟通，加快办理进度。
2023年3月底，梁先生拿到了期盼已
久的《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在历时一
年零九个月后，这个悬挂在梁先生心
里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

司前镇纪委以监督推动问题整改

破解难题助力群众办证
“这份批准书总

算拿到手了，一年多

时间了……”近日，

司前镇纪委干部回

访跟踪督办问题整

改情况时，梁先生欣

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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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镇纪检监察干部
实地查看群众宅基地情况。

建起荔枝公园 留住乡愁记忆
从沙岗村的牌坊走进村内，随处可见一棵

棵矗立在村道、公园、山头的古荔枝树。离牌
坊不远处，是沙岗村荔枝公园，公园内是郁郁
葱葱的古荔枝树。

记者看到，这里的荔枝树树冠与普通的荔
枝树相比要大几倍。饱经岁月沧桑的古荔枝
树，树干大都呈黑褐色，有的爬满青苔，但依然
挺拔，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今年是荔枝丰产大
年，沙岗村的古荔枝树也不甘示弱，纷纷挂果。

沙岗村党支部书记梁健群告诉记者，沙岗
村是三江镇的荔枝之乡，种植荔枝历史悠久。
自其先祖起，历代都开发山坡种植，至今荔园
遍布全村各处山坡。由于沙岗村三面环山、四
季湿润，加其红土夹沙的土质，故所产的荔枝
果大核细，清甜蜜味，早已声名远扬。

对沙岗村人来说，古荔枝树不仅是本村的
历史见证，同时也是一代代村民的乡愁记忆。
为了保护好荔枝古树，2021年，沙岗村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自筹
资金19多万元，对鹤园（土名）0.2公顷（3亩）闲
置地进行整合，把集中在鹤园的30多棵百年荔
枝古树保护起来，打造成沙岗村荔枝公园。

经过建设，原来杂草丛生、垃圾堆积的闲
置地变身一个“口袋公园”，配有景观灯、休息
座椅、鹅卵石小径、休闲健身器材，园内铺设
1000多平方米草坪，不仅能满足群众休闲需
求，也直接提升了村容村貌，让园内的百年荔
枝古树成为独特的乡村景观，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

在沙岗村荔枝公园内，村委会还通过整合
现有空间资源，把党员、群众常聚集的公园建
设成集学习、议事、开展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议事公园，打造村（居）委会开门问计的好
地方，党群合力，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古荔枝树是村里的“宝贝”
站在荔枝树下，便可闻到浓郁的荔枝花香

味。荔枝树的枝丫都已经被果实压弯了腰，一
颗颗红彤彤、个大饱满。村干部忙着拿梯子爬
到树上摘果，将剪下成熟的荔枝放入筐里。

“现在荔枝采摘差不多该收尾了，可能还
有一周就‘走糖’，最佳赏味期还剩一周时间。”
该村干部梁龙钦一边忙着采摘荔枝，一边热情
地招呼记者品尝。

轻轻掰开薄薄的红色果皮，一股诱人的花
香扑鼻而来，一口咬下去，清甜爆汁。“我们村
的荔枝品种，绝大部分是怀枝荔枝，很甜，最大
的特点是花味浓郁。”沙岗村治保员梁锡赞非
常自豪地说。

“全村的荔枝树约12公顷（180亩）左右，
主要分布在村的东西部，几乎全部超过150年
历史，有部分超过200年，当年是谁种下的荔
枝树，已经无法考证了，它们都是集体资产。”
梁健群告诉记者，“有部分荔枝树发包出去，由
专人管理。荔枝公园的荔枝树则由村委会管
理，荔枝成熟之后，送给沙岗村内的热心企业
以及热心人士、村民品尝，并不出售。”

怀枝荔枝属于晚熟品种，是广东栽种最
多、最普遍的荔枝品种。有别于市场上的怀枝，
沙岗村的古荔枝树生长时间长、根茎大，结出来
的果实会更加清甜。梁龙钦说，可能是树龄较
大，沙岗村的古荔枝树并非年年挂果，而是隔年
挂果一次，日常需要施有机肥悉心护理。

梁龙钦介绍，古荔枝树都是沿着荔枝公园
的后山种植，有两棵“荔枝王”在村一南一北方
向，守护着村庄，今年都纷纷挂果。

在梁锡赞的带领下，记者沿着荔枝公园往
东方向走，在邓加布山（土名）附近看到被村民
称之为“树王”的荔枝树。

“树王”在山脚下，树头粗壮，需要两三人
才能合抱。枝干发达，不断向周边延伸，树冠
苍茏，如一把巨伞，绿荫盖地。抬头望，能看到
树上挂着少量果实，“其实今年挂了很多果，被
摘完了。”梁锡赞解释说。

围绕着“树王”，沿着山坡方向，有数十棵
古荔枝树，长势良好。古荔枝树后面，是连片
的树林，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守护着
古荔枝树群。

“这些荔枝树是谁种下的，真的不得而知
了。我爷爷是80多岁去世的，他说他小时候，
荔枝树已经长这么高了。”梁锡赞说，为了保护
好这些古荔枝树，他时不时要过来检查、施肥，

“在村民眼里，古荔枝树都是村里的‘宝贝’，大
家都有保护意识，希望可以代代传承下去，不
会随意破坏”。

“老而弥坚”
古荔枝树迎大丰收
三江镇沙岗村红荔飘香

果皮鲜红、肉厚汁多、香味十足

……眼下，正值荔枝集中上市的季

节，三江镇沙岗村古荔枝树群迎来

大丰收，一串串荔枝挂满枝头，散发

着香甜的气息。

文/图 冯瑶君

沙岗村的古荔枝树纷纷挂果，果实挂满枝头。

〉〉〉更多新会新闻请登录
jmnews.com.cn

→《沙堆侨刊》这本“集体家书”，自192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
年风雨沧桑，一代代主编、编委、通讯员接力，以“侨”为主线，记录
沙堆百年发展史，传递乡情、沟通侨情。

《沙堆侨刊》编辑部位于超过百
年历史的沙堆侨安会大楼内。

↑《沙堆侨刊》编委们一丝不苟地对版面进行调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殷浩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