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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次的走村串巷
中，记者感受到，在这条探索
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上，市、
区、镇三级一直着力提升棠
下镇文化价值内涵，希望以
此形成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

“更优解”。
而作为市场方，不少旅

游公司、活动策划公司也瞄
准了棠下镇的独特资源，吸
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游玩打
卡，认识棠下。

然而，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在于，
市场的选择并不一定与政府
的方向一致。久而久之，文
旅产业发展容易变成文化资
源与旅游资源分离发展，形
成文旅融合形式化、浅层化
的发展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
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那么，棠下镇该如
何用好自己的“文化富矿”，
为高大上的文化找到接地气
的打开方式？

正本溯源，不妨“吐故
纳新”。比如，可考虑利用
新技术培育文旅融合发展
新业态的能力，加强 5G、超
高清、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运
用，打造新一代沉浸式体验
型文旅融合业态产品；发挥
文旅融合的拉动、渗透、催
化功能，深化文旅与一二三
产 跨 界 融 合 发 展 ；以“ 文
旅+”为核心，促进文化旅游
与工业、农业、体育、教育、
科 技 、金 融 等 产 业 跨 界 融
合，推动网红经济、夜间经
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
新模式落地发展，实现更大
范围和更广领域的文旅产
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

一边是有着几百年历史
的古巷道、老牌坊；另一边是
以美食、活动、表演串联起的
现代热闹“集市”……这个夏
天，良溪这条古村“潮”起来
后，全村人气明显提升，焕发
出了发展的新活力。

近 日 ，良 溪
村成功举办“古韵

良溪夏日节”
系 列 活 动 ，

推出了“美
食集市+
良 溪 农
墟”新形
式。两
期活动
共 吸 引
了近2万
人 次 参

与 ，给 予
游客丰富特

别 的 乡 村 体
验。在这背后，

不仅是良溪村上下一
心精细部署、谋划发展的决
心，更是上级单位及部门合
力推动、各尽其力的结果。

“当你走进良溪的这些
老房子，就能发现每座房子
里的砖雕、灰雕、木雕图案都

各有特色，各有含义。”区启
森感叹，在良溪“驻扎”的日
子里，自己已被深深吸引。

近年来，借力乡村振兴，
良溪村村容村貌、生态环境
大为改善。良溪牌坊、青云
路、罗氏大宗祠……一个个
深涵韵味的元素，让良溪迎
来新机遇。

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
2022 年，良溪村成立了江门
侨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着
力整合村内美食、种植业等
相关企业，大力发展文旅产
业。

为提升良溪村知名度，
今年 7 月，良溪村还强化品
牌 建 设 ，创 建 微 信 公 众 号

“古韵良溪”，在 2 个月内吸
引了 3 万多次的阅读量。“现
在慕名来良溪玩的游客比
以前多了一倍，我们这里越
来越出名啦。”良溪村村民
李超燕说。

“接下来，我们还策划了
文化采风、田园采摘、游学体
验等相关活动，希望以此激
活良溪文旅融合动力之源，
不断将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驻棠下镇良溪村
选调生卢佳佳充满了期待。

“棠内”开花分外香

工业重镇迎来“文旅的春天”

策划：谢敏 邓少军
统筹：王亚方 邓少军
记者：邓少军 罗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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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情，良溪有味，有自己
的DNA！”在画家区启森眼里，千
年古村良溪如同一个大宝藏，“只
来一次是挖不完的”。于是，一家
名为“情味馆”的山黄皮体验店，几
年前静悄悄地出现在良溪古村，让
偶然来此探访的游人们不由眼前
一亮：嘿，古村有活气儿了！

后来，罗氏小厨云吞店开起来
了，无核沃柑基地建进来了，罗氏
柑普茶“改头换面”重新亮相了，
“古韵良溪夏日节”系列活动办起
来了……良溪古村呈新韵，它的所
在地——作为工业重镇的棠下镇，
近年来也一步步迎来“文旅的春
天”。

“棠内”开花分外香。红色村
庄发展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迈
上新台阶；五洞牛肉村热度持续回
升；不少身怀“生态富矿”的村庄，
思维也开始活络起来：弓田村“夕
阳晚照飞白鹭”，乐溪村“公坑
杉道绿成荫”，北片区“绿
水青山鱼虾肥”，借
“百千万工程”之良
机乘风而起，成为
棠下镇、村两级
干部持续探索
的重要议题。

为 确 保
“百千万工程”
落地见效，今年
以来，棠下镇发
挥工业重镇、滨
江新区核心区、经
济发展主战场的优
势，全面实施中心镇功
能提升工程。其中，在文旅
产业方面，更是强力推进，不断探
索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更优道路。

棠下镇拥有优越的区位
优势、交通优势。结合《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
年即将开通的深中通道，棠
下镇可凭借当地的优势资
源、文化资源，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度假、微度假的后花园。

比如，良溪村文化底蕴
深厚、区位优势明显，是一个
值得挖掘和打造的文旅服务
点，目前，我们对照国家 3A
级景区的标准，加强开展业
务指导工作，完善硬件配套
服务，如指导游客服务中心、
标识系统、停车场、旅游厕所
等硬件建设和升级；美食也
是棠下镇的一大亮点，五洞
牛肉远近闻名，已经成为江
门独特的网红美食品牌，我
们建议通过规范行业管理，
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继续
擦亮“五洞牛肉”品牌；对于
棠下镇北片区的文旅产业发

展，我们建议紧密结合该镇
未来的发展规划，可参考五
洞村的发展模式，从生态旅
游、休闲度假等旅游服务方
面出发，通过有资质的规划
公司，对该片区进行全盘布
局规划。

实际上，近年来，江门在
人气引流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如结合影视剧《狂飙》的
热播，打造了7条涵盖相关内
容的旅游路线；结合“第三届
江门艺术季暨‘乐不思暑江
门游’活动”，推出了5条精品
旅游线路，不断地优化升级
旅游产品。下一步，首要的
是练好内功，在服务品质上
下功夫，不断提升文旅资源
水平、景区品质，进一步完善
配套服务设施，加大宣传推
广力度，让游客在江门有更
好的旅游体验，进一步促进
和拉动江门文旅消费市场。

在三堡村，一株历经沧桑的古榕树
旁，矗立着一块革命烈士纪念碑。细看
碑文，上面记载着梁礼康、梁桥丁、梁惠
容、梁健文、梁海棠5名烈士英勇抗敌的
革命事迹；1958年，周恩来总理乘电船
沿西江逆流而上在周郡码头下船，并到
周郡农业合作社视察；我国当代著名的
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在棠下镇石头村坑
塘村虎山脚下的陈宁远堂出生……

一桩桩革命事迹，在这个地处珠江
三角洲腹地的小镇上谱写出一首首“红
色歌曲”。近年来，棠下镇陈垣故居、
三堡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周郡码头纪念
公园等红色资源成为各地党组织的生
动“课堂”，众多游客来此追寻伟人当
年成长的足迹，聆听红色故事，汲取奋
进力量。

红色基因是棠下的一笔珍贵财
富。2021年，棠下镇充分发挥各点“红
色价值”，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的挖掘
和开发，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串珠

成链打造“故里寻根”“红色棠下”旅游
线路，着力将其打造成红色旅游的发展
热土。

“去年以来，不少企业团建、中小学
生红色教育活动都安排在陈垣故居。”
石头村村民淑欣介绍，红色旅游直接带
动了石头村、三堡村等的人气，也为乡
村振兴赋能加速。

为了美化三堡纪念碑周边环境，结
合人居环境整治，棠下镇在该村铺设了
水泥路，并将池塘边的污水渠改造成景
观型绿色跑道，形成居民区、小广场和
池塘的美丽三堡面貌；依托陈垣故居，
石头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有些村民
在景区周边开起小卖部，做起农家餐
饮，顺带拉动了当地农副产品的消费和
销售。

“如今，三堡村与周边村的道路联
通了，村民生活更方便了，周围环境变
好了，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打卡。”三堡
村工作人员冯杰升表示，目前，位于棠

下的周郡小学周恩来纪念馆、周郡码头
纪念公园和陈垣故居等已成为江
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
外，石头村被列入江门市
乡村旅游示范村名单，
并于今年4月起，对陈
垣故居及周边环境
开展整治工程。

红色文化提
升了棠下乡村的

“ 颜 值 ”与“ 气
质”，也是推动棠
下文旅产业发展
的一把“金钥匙”。
目前，棠下正以红
色文化为动能，发展
好红色文化，讲好棠下
故事，推动红色文化传
承，做活红色旅游，以“红色
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
入，助力乡村振兴迈上新的台阶。

不同于棠下镇石头村、良溪村、三
堡村等地的热闹场景。天乡、河山等位
于棠下镇北片区的村则有点冷清。

通过深入走访，记者发现，在棠下
29个村（社区）中，北片区的发展，仿佛
被困在一片“原汁原味”的生态林里。

“村子自身没有造血功能，真是举
步维艰。”河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黎沃润坦言。

“虽然我们村土地面积在棠下最

大，但是没有发展的指标，相当于抱着
‘金山银山’却过着穷日子。”天乡村党
总支书记谭文湛说。

今年，凭借“百千万工程”发展契
机，棠下镇北片区这些村能否找到出
路，迎来新发展？

记者与村干部探讨，位于北片区的
村子或可用好“生态富矿”，结合棠下的
独特鱼塘风景，打造鱼塘体验游。

“我们村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鱼

塘发包，但是价格一直上不去。接下来，
我们希望在政府部门支持下，把机耕路
弄好。再结合靠近江顺大桥的优势，通
过鱼塘的升级改造，吸引周边的市民前
来体验鱼塘垂钓，提升村民收入。”谭文
湛说。

黎沃润也有自己的想法：用好河山
夜宵档，可争取规划管理权，让夜市继续
发展。做好绿道管理，顺应市场，让周边
发展起来，形成棠下新的“网红点”。

傍晚时分，弓田
村成百上千只白鹭归
巢；良溪村精彩的
夜市活动即将开
始；随着饭点到
来，越来越多游
客前来五洞村品
尝美食……近年
来，棠下镇充分整
合人文、特色美
食、自然生态资源

等优势，促进旅游与
文化、农业、研学等融

合，全方位向社会大众宣
传棠下镇的产业、人文、饮食

等文化，打造棠下特色小城镇名

片，让“乡村休闲游”成为推动文旅产业
发展的新引擎。

五洞村，近年来涌现出20多家大大
小小的牛餐馆，“逆袭”成为“网红村”，
带动村集体年收入突破300万元。

“自从‘牛肉村’这个外号火起来，
我们村的旅游就发展起来了。”据五洞
村餐饮从业者联谊会会长、大众牛餐馆
负责人冯凯辉介绍，不少游客在村里吃
完牛肉后，会顺便在周边游玩。“有采摘
水果，也有购买农特产品，直接带动了
村民的就业。”冯凯辉说。

乡村旅游的火热，让村民吃上了
“旅游饭”，也让一批有想法的创业人干
出一番天地。

2019年，区启森出于对良溪的热

爱，在当地租了一间已有120多年历史
的小屋，用作自己的画作工作室，而今，
这个名为“情味馆”的工作室已经发展
成为山黄皮体验馆。今年，在朋友的鼓
励下，他还租用了1.3万平方米农田开
展研学活动，短短3个月便吸引了上百
名学生前来体验农耕文化，认识良溪独
特的文化魅力。

“良溪这个古村落交通便利，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且有罗氏柑普茶、山
黄皮等特色农产品，这些都是良溪文
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在区启森看
来，良溪村就像是自己的“第二个家
乡”，不仅是他，他还希望更多有想法
的年轻人来这里创业，共同为良溪发
展献力。

部门声音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休闲游”热起来了

如何挖掘北片区“生态富矿”？

市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陈丽：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度假后花园

良溪古村“潮”起来

一线特写

走村札记

为高大上的文化找到
接地气的打开方式

陈垣故居已成为江门市陈垣故居已成为江门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刘淑君刘淑君 摄摄

夜市让良溪古村更夜市让良溪古村更
有人气有人气。。 罗霈罗霈 摄摄

近年来近年来，，棠下镇发挥自身优势棠下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探不断探
索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更优道路索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更优道路。。图为良图为良
溪村风貌溪村风貌。。 罗霈罗霈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