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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大桥东风乘大桥东风 赴山海之约赴山海之约
——聚焦黄茅海跨海通道建成通车

赤溪镇紧抓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机遇

当好“江门首站”蓄力谋发展

作为黄茅海跨海通道的“江门首
站”，赤溪镇不仅承载着大广海湾发展的
重大使命，更展现着滨海客城新增长极
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在黄茅海大桥
开通前，赤溪镇便以前瞻性眼光和扎实
行动，积极布局，力图以最美的姿态拥抱
即将到来的“大桥经济”。

今年，赤溪镇紧扣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主题，以“百千万工程”为有力抓手，大
力推动生态环境美化提升。新种植的凤
凰木、黄花风铃木、宫本紫荆等5794株
树木，如同点点繁星，点缀在赤溪的每一
寸土地上。而超1.5万平方千米的绿被
优化，更是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
机。15公里“亮灯工程”的完成，363盏
新装路灯的点亮，不仅照亮了夜行道路，
更照亮了赤溪镇从湾区“大后方”向合作

“桥头堡”转变的坚定步伐。
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来自四面

八方的宾朋，该镇13.69公里的“连心绿
廊”环境提升工程正如火如荼推进。黄
茅海跨海通道赤溪东出入口的大广海湾
RCEP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心景观
墙，与西出入口的“滨海客城，能源重镇”
形象标识，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赤溪版图上，其周边风貌的提升也已见
雏形。

为推动全域旅游走深走实，积极抢
抓大桥开通带来的“泼天”流量，台山海
角城旅游度假中心、黑沙湾、大浪湾等景
点纷纷加大投资力度，完善配套设施，提
升服务质量。同时，积极对外寻求合作，
以期吸引更多客源，为游客提供更加便
捷、舒适、丰富的休闲度假体验。

而护岭村，这个紧邻RCEP项目东
部滨海宜居板块的乡村绿化“尖子村”，
更是以其63棵参天老榕树环抱的护岭
公园，成为赤溪镇的一张亮丽名片。今
年，护岭村通过开展多次主题党日活动、
公益课堂以及榕树下“便民集市”，不仅
增强了村民的环保意识，更成功打造了
一片“强村林”，为赤溪镇的环境美化贡
献了力量。

2022年，江门率先成立全国首
个RCEP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
心，目的是高水平打造台山乃至江门
对外开放区域性高地。2023年，大广
海湾RCEP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
心正式动工建设，18个产业类、经贸
科技文化金融类项目签约落户。这个
中心的首期启动区，就位于赤溪镇。

随着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开通，赤
溪镇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新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推动产业持续壮
大。近年来，赤溪镇坚持实体经济为
基，通过打造产业集聚新平台、夯实
重点项目硬支撑、做实农文旅融合大

文章、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等措
施，推动镇域经济发展。

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平台”，是
赤溪镇产业发展的关键一招。以大
广海湾RCEP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
流中心建设为引擎，赤溪镇积极谋划
建设占地逾133公顷的月湾发展集
聚区，旨在增强产业承接能力，吸引
一批高质量项目落地生根，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为镇域经济的未来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夯实重点项目建设“硬支撑”，是
赤溪镇产业发展的有力保障。赤溪
镇全力服务好台山核电、国能台山电

厂等能源巨头，同时积极推动海上风
电、石材加工、新型建材等重点项目
加快进度，力促早落地、早动工、早投
产。

做实农文旅融合“大文章”，是赤
溪镇产业发展的创新之举。赤溪镇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通
过引进大型商业广场项目、打造特色
旅游打卡点、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
不断激发文旅活力。同时，以台山整
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为契机，
计划打造科普展示、滨海活力、现代
农业、生态旅游四大主题板块，推动
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赤

溪镇的文旅产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
力。

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力”，是赤溪
镇产业发展的根基所在。赤溪镇通
过整合闲散养殖资源、引进先进养殖
项目、申报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等措
施，不断壮大乡村产业规模。特别是
护岭村的成功实践，通过引入建邦集
团盘活旧学校、打造“蚝绳工作坊”家
庭工坊等方式，充分调动了村级资产
资源，点燃了村级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的护岭村特
色农产品销售中心项目，更是将赤溪
镇的绿美层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承东启西跨大桥，虹飞黄茅，与星辰共舞
相伴，与日月同辉相耀……”在这激动人心的
时刻，12月8日晚，“客家山歌迎大桥”主题晚
会隆重上演。晚会现场，激昂的乐曲与悠扬的
客家童谣交织共鸣，干部群众代表以及黄茅海
跨海通道的建设者们欢聚一堂，以歌舞的形
式，深情表达对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建设的崇
高敬意与热烈期盼。

客家文化是赤溪镇的一大亮点。赤溪镇是
台山唯一纯客家人聚居地，其深厚的客家文化
如同绵绵不绝的细流，世代滋养着这里的人们。

近年来，赤溪镇积极弘扬客家文化，通过
一系列创意纷呈、成效显著的活动，让客家文
化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活动不仅让客家文
化更加鲜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使得黄茅海
跨海通道的建设与开通，更富历史与文化的厚
重感。

一方面，赤溪镇大力推动客家擂糖糊这一
传统技艺传承与发展，已连续举办五届的擂糖
糊大赛，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更成
为推广客家文化的重要窗口。在2023中国
（江门）侨乡华人嘉年华活动期间，赤溪客家擂
糖糊代表性传承人刘耿维师傅还受邀到开平
市赤坎华侨古镇展示技艺，让更多人领略到了
客家美食的魅力。

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客家山歌这张亮丽名
片。被誉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的客
家山歌，在赤溪镇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创新。
赤溪镇中心小学将客家山歌融入日常教学，成
立客家山歌艺术团，并创作了《惜粮谣》等多首
原创山歌进行广泛传唱。今年，赤溪镇中心小
学还联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方言歌谣活
态传承研究中心，成立客家歌谣美育工作室，
致力于客家山歌的教学、研究、创作和推广。

在赤溪镇的不懈努力下，客家文化已经成
为维系海内外赤溪客家乡亲的重要精神纽
带。去年，第十届赤溪客属恳亲大会闭幕式在
赤溪镇成功举办，700多名海内外乡亲同聚家
乡、畅叙乡情。

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为赤溪镇的文化旅
游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黄茅海跨海通道的
开通，赤溪镇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将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感受这份独特的文化魅力。

“大桥经济”为川岛镇发展注入新活力

引领海岛璀璨蝶变
在浩瀚的南海碧波之上，上下川岛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台山

市南端。黄茅海跨海通道犹如一条巨龙，横亘于碧波之上，让这两颗明珠
与周边地区联系更紧密。

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开通，不仅仅是一条物理上的通途，更是川岛镇

加速蝶变的强劲引擎，让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变得更
加顺畅，为川岛镇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文/图 林育辉 陈方欢 川岛宣川岛镇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
富的旅游资源而闻名，黄茅海跨海通道的
开通无疑是一大利好。川山群岛旅游度假
区，这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黄茅海跨
海通道的助力下，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山咀港码头，这是游客通往上下川岛
的必经之路。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首个周
末，码头停车场来自珠海牌车辆明显增
多。“早就听说川山群岛是国内第二大群
岛，这次借着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和朋友
一起自驾过来体验。”来自珠海金湾的陈小
姐表示，从珠海出发，沿着新通车的黄茅海
跨海通道，30分钟内跨海直达山咀港码
头。无论是自驾游还是乘坐公共交通，都
极为便利。

为了迎接“大桥经济”时代的到来，今
年以来，川岛镇早早筹划，不断提升旅游景
区的品质和服务水平。如加强景区规划和
管理，完善各项旅游设施，提升景区整体形
象。同时，积极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如海上
运动、渔家乐、海岛探险等，让游客在体验
海岛风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别样乐趣。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业持续发
展的不竭动力。川岛镇注重挖掘和传承海
岛文化，用特色文化塑造旅游品牌。通过
举办各种文化节庆活动，如海岛文化节、渔
歌比赛等，向游客们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些活动不仅提升
了川岛镇的旅游知名度，也为旅游业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活力。

为了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川岛镇还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营运客车数量，
强化运力保障，减少游客的排队时间。在山
咀港售票大厅等关键区域增设“情暖服务
站”，为游客免费提供姜茶、茶水及咨询服
务。同时，还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游客通道的
降温设备增设和候客场地的重建，为游客提
供更加舒适和便捷的候船、候车环境。

如今，川岛镇的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
展态势。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
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今年
前11个月，川岛镇接待游客46.7万人次，
在“大桥经济”的引领下，川岛镇的旅游业
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川岛镇不仅拥有美丽的海岸线，
更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12月11
日，黄茅海跨海通道开通当天，在川
岛海域，新一批重量超过2万公斤的
鮸鱼良种被成功投放至“台山 1
号”。未来，这些渔获都有望通过黄
茅海跨海通道奔赴大湾区居民的餐
桌。

“大桥经济”的到来，给海洋牧场
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川岛镇积极响应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大力发展海洋牧场经济，努力打造

“蓝色粮仓”，让这片蔚蓝的海域成为
海岛人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今
年，川岛镇新引进下川岛东湾海马智

能养殖繁殖培育项目，总投资额600
万元，已于3月份投入海马苗20万
尾，预期收益为 300万元至 500 万
元；新引进大襟岛蚝业海洋牧场项目
完成海域竞拍、项目备案，已下海
100个蚝排，预计一期产值约2亿元；
其他4个海洋牧场项目累计下水重
力式网箱272个，总产值约3600万
元。

海洋牧场的发展不仅为川岛镇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推动了海
岛经济的转型升级。如今，海洋牧场
已成为川岛海岛经济的一大亮点和
支柱产业。“我们将继续深化海洋牧
场建设，推动海洋经济与旅游、文化

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具有海岛特
色的蓝色经济体系。”川岛镇人大专
职副主席雷锐锋表示。

“大桥经济”的到来不仅为川岛
镇的旅游业和海洋牧场产业带来了
发展机遇，更为其招商引资工作注入
了新活力。川岛镇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了一大
批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川岛镇注重
项目的质量和效益，优先引进符合海
岛发展定位和产业规划的项目。这
些项目的引进不仅为海岛带来了资
金和技术支持，更推动了海岛产业的
升级和转型。同时，川岛镇还加强与

企业的沟通与合作，为企业提供优质
服务和保障，确保项目能顺利落地并
发挥效益。

其中，投资总额3.5亿元的港航
商业综合体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投资总额1.5亿元的云天海度假酒店
新建项目已完成施工奠基仪式；上川
茶湾生态文化旅游项目预计12月下
旬开展主体建筑基础建设；下川浪漫
海岸正推进项目配套道路拓宽等工
程；下川云雀酒店项目现正对设计图
纸进行进一步优化调整。这些项目
的落地，不仅为海岛经济的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更为海岛居民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为了对接“大桥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川岛镇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
力提升海岛的整体形象和品质。这座海岛
小镇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
力。

在交通方面，川岛镇积极构建便捷高
效的交通网络。多条省道、县道、乡道和村
道的改建工程已顺利完成，让海岛内部的
交通更加顺畅便捷。同时，川岛镇还加强
了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为游客和企业
的到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保障。

在电力方面，川岛镇积极推广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的使用，如茫州村绿色微电网
帮扶项目已完工并实现 24 小时稳定供
电。这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不仅
为海岛提供了清洁可靠的能源供应，更推
动了海岛绿色低碳发展。

在水利方面，川岛镇注重水利设施的
建设和维护。通过修建水库、疏浚河道、建
设防洪排涝设施等措施，有效提高海岛的
防洪排涝能力，确保海岛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此外，川岛镇还加强对镇区环境的
美化和整治工作，通过实施绿化工程、亮化
工程等措施，让镇区的环境更加优美宜居。

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川岛镇始
终牢记生态保护重任，不断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实施严格的环保措施，加强对环
境监管和治理力度，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川岛镇，这座曾经被蔚蓝海水温柔环
抱的海岛小镇，如今正乘“大桥经济”的东
风，扬帆起航，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海岛内部交通更加顺畅便捷。

▶川岛镇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

▲工人把鱼苗投放到“台山1号”。

◀赤溪镇以最美姿态迎接
“流量”到来，图为高速路口入口
通道。

▼12月8日晚，“客家山歌迎
大桥”主题晚会精彩上演。

12月11日，连接珠海高栏港区与江门台山的黄茅海跨海通道正式通
车试运营。31公里“巨龙”横贯黄茅海，东连珠海高栏港，西拥赤溪镇磅
礴村、护岭村、北门村诸村，在大湾区南端架起了“关键一横”，成为港珠澳
大桥向西辐射的延伸，直接打通了台山乃至粤西沿海地区与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区域的连接。

赤溪镇作为黄茅海跨海通道江门段的首站出口，迎来了前瞻之姿，傲
立历史与未来交会点。迎挑战、抓机遇，赤溪镇提前布局，以坚实的步伐
发展产业，以多元方式弘扬客家文化，共筑大广海湾RCEP经贸科技文
化合作交流中心项目璀璨起点。

文/图 李嘉敏 赤溪宣

打造最美乡村

力促经济发展

弘扬客家文化

前瞻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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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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