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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为逾100组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

定格团圆温馨瞬间
“咔嚓！咔嚓！”1月18

日，在开平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的喜庆红色背景装

饰前，一组组家庭身穿靓丽

衣服，围着红围巾，手持“平

安喜乐”“蛇年大吉”等祝福

语标牌，在摄影师的指导下

摆好姿势、露出笑容，定格

团圆温馨瞬间。

为营造文明、和谐、欢

庆的新春氛围，开平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

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欢

乐中国年”系列活动——

“拍全家福 幸福过大年”文

明实践公益摄影活动，现场

为逾100组家庭免费拍摄

全家福，用照片记录美好回

忆，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

最温馨的祝福
为街坊定格幸福瞬间
活动现场，伴着清脆的快门声，

一张张笑脸出现在镜头中，一张张
幸福满溢的全家福新鲜出炉。此起
彼伏的笑声，在开平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营造了温馨、喜庆的新春
氛围，让人感受到了幸福的具象
化。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活动的
有一家五口的幸福家庭，也有几代
同堂的大家庭，还有的是三五知己
相约而来，大家个个热情高涨，喜气
洋洋。

“我们还没有拍过一张正式的

全家福，这次有这样难得的机会，所
以带上孩子和父母一起来拍全家
福，感觉特别有意义！希望多举办
类似活动，让更多群众受益。”参加
活动的陈小姐坦言，这次拍摄全家
福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
回忆。今年是外来务工人员李先生
在开平工作生活的第6个年头，在
即将回老家团圆过节之际，他带着
家人前来拍摄了一张温馨的全家
福。“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拍摄全家
福的活动，下周就要回老家过年了，
我想把全家福带回去，让老家的亲
人们了解我们在开平的工作和生
活。”李先生说。

最特别的礼遇
为先进模范拍全家福
为礼遇关爱好人模范，传承弘

扬榜样力量，引领社会新风尚，此次
公益摄影活动特别邀请道德模范、
好人家庭和文明家庭代表参加。除
了为模范家庭拍摄全家福，主办方
还为他们准备了新春大礼包，向参
加活动的先进模范及家庭代表赠送
爱心观影券、春联和“福”字帖等礼
品。

“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
以及全社会对道德模范的尊重和
关爱，我会继续积极参加公益活
动，传递正能量，用绵薄之力帮助
身边的人，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
和谐！”参加活动的好人代表徐健
林开心地说道。此外，在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开平市文明办积极组织
开展道德模范、好人走访慰问活
动，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对先进
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给予充分肯
定，鼓励他们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激励广大市民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

最幸福的结对
为欢乐中国年出份力
“‘福’字举高一点。”“对，笑起

来真好看！”……活动现场，一个个
扎马步、“指手画脚”的摄影师志愿
者来自开平市摄影家协会，他们携

带专业设备，为每组家庭捕捉温馨
幸福的瞬间。活动中，摄影师志愿
者耐心指导家庭成员如何摆姿势、
如何表达情感，确保每一张全家福
都能完美展现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和
谐。他们的积极参与，为本次公益
摄影活动增添了专业性和艺术感。

场内温情满满，场外同样热
闹。来自开平市书法家协会、中国
移动开平分公司等多家单位的志愿
者现场摆摊，为市民带来写春联、手
机贴膜和手机维修等便民服务活
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暖心
贴心的服务。

此次活动是开平市扎实推进
“文明单位+实践”“实践+文化”的
工作成果。近年来，开平市以构建
更便民实践阵地、形成更利民结对
矩阵、打造更惠民精品项目为目标，
通过优化“15分钟文明实践圈”、推
进结对共建模式和打造市民喜闻乐
见的品牌服务项目等工作措施，推
动文明实践阵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
覆盖，构建具有侨乡特色的文明实
践“结对矩阵”，进一步满足群众对
文明实践活动的新期待，提高群众
的参与率和获得感。

接下来，开平市将以“我们的节
日·欢乐中国年”为主题，策划举办
丰富多彩的“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系列迎新春活动，为市民送上

“文化年货”，营造浓厚新春氛围，让
大家在红红火火的年味中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
步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春联生产企业升级工艺、携手名家、布局电商 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壮大
新春佳节的脚步日益临近，开平年味愈发浓厚，大街小

巷被喜庆的红色装点，春联作为春节的标志性元素，承载着
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许。

珠江春联厂，这家年轻人或许在老一辈口中常常听到的
企业，不但产品质量好，而且对子妙。近日，记者走进珠江春
联厂，了解企业背后的故事。

南方春联行业的先行者
珠江春联厂的历史颇为悠久，早

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涉足春联产
品，1992年专注春联生产。1999年，
珠江春联厂从佛山迁址到开平市蚬
冈镇，并逐渐在南方市场闯出一片天
地。

珠江春联厂负责人黎秀崎表
示，大约在 1987 年，珠江春联厂开
始接触春联行业，是南方春联行业
的先行者之一，也是当时广东最早
做工艺春联的企业之一。“工艺春联
相对于传统手写春联来说，有着更
为绚丽的装饰与美化，消费者可以
直接购买，不需要等笔墨干了才能
带走，有很大的便利性。此外，对于
生产企业来说，解决设计问题后，工
艺春联更适合通过印刷量产。”黎秀
崎说道。

走进珠江春联厂，工人们都在忙
着整理打包瓦当对联纸。黎秀崎表
示，春节将近，为避免库存积压，工艺
春联已停止生产，目前仓库正忙着打
包发货，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正在整理打包的瓦当对联纸主
要销售给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和书法
家协会等机构，用于手写春联。“瓦当
是中国古代建筑中覆盖檐头筒瓦前
端的遮挡，上面常有精美的图案和文
字。我们的瓦当对联纸印有龙凤、花
卉、瑞兽、几何图形等仿古瓦当图案，
寓意吉祥，能为春联增添古朴典雅的
韵味。”黎秀崎拿起一张瓦当对联纸
展示，用力拉扯后，纸张完好无损。

“我们用的是铜版纸，质地厚实挺括，
不易变形，表面光滑细腻，耐水耐晒，
在户外也能保持鲜艳清晰。近两年，
我们还升级了工艺，让纸张更结实耐
用。”黎秀崎补充道。

在文化传承中坚持创新
自2010年起，珠江春联厂将更

多精力投入研发。黎秀崎告诉记者，
春联虽然是传统行业，但是必须坚持
创新，否则很容易被新生事物所代
替。为此，珠江春联厂不仅在春联材
料上研发创新，还对“做怎样的春联”
深入思考。

“我们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名家书法艺术作为核心追
求。”黎秀崎说道。2010年，珠江春联
厂提出“文化春联”概念，与多位知名
书法名家合作，获得授权生产他们书
写的春联作品。“多数人可能说不出
名家书法好在哪里，但能感觉到书法
名家写的春联格外耐看，透着一股精
气神。”黎秀崎说。

除了在文化和美学方面进行探
索，珠江春联厂早早布局电商领域。

“我们接触电商已有10年。”黎秀崎透
露，如今，珠江春联厂年产值达5000
万元，并在抖音、淘宝、小红书等多个
电商平台构建起宣传、销售矩阵。该
厂的电商业务营收逐年稳步增长，为
适应业务发展，运营团队和发货团队
已独立出去，今年还组建了成品电商
团队，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在黎秀崎看来，创新要以符合
传统习俗为基础。“传统是根基，创
新是提升，我们既要传承传统文化，
又要创新以适应市场和消费者的需
求。”他解释说，不同地方对春联有
着不同习俗和讲究，这些习俗蕴含
着当地独特的文化符号与底蕴，必
须传承。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春联
文化，珠江春联厂与各地文联、书法
家协会、书法培训机构广泛合作，同
时，根据不同地方的习俗差异推出
定制化春联。

黎秀崎介绍，珠江春联厂的创新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消费
者的角度出发，考虑不同年龄群体的
需求，春联内容和瓦当装饰会根据他
们的喜好进行调整，避免因循守旧。
一方面是针对使用场景创新，比如采
用背胶设计，解决贴春联的不便，撕
下后还不留痕迹。此外，除了铜版纸
春联，企业还推出布绒等多种材质的
产品。

文/江门日报记者 张华炽 图/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华炽 敖
转优 李淑珩 刘嘉猷）新春佳节临
近，开平市各部门积极行动，全力营
造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让市民和
游客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昨日，在开平城区城市文化广
场，极具特色的贺春景观正在全力
打造中，目前已初具雏形。广场中
央，以红色为主调的贺年景观引人
注目，融合大红灯笼、贺年公仔、红
包、福箱等新春元素，尽显年味。周
边搭配桃花、七彩铁、鹤望兰等绿
植，以及一品红、虞美人等时花，色
彩斑斓。广场两侧，两组以灯饰为
主的小景搭配彩色灯笼与仿真树，
地面摆满大花海棠等时花，营造浓
郁的节日氛围。“我们还会布置花
卉，并对景观进行细微调整。”现场
工作人员说。

此外，开平城区的人民公园、金
山公园等6个公园的入口均布置了
贺春景观，摆放着波斯菊、三色堇等
时花。在江湛铁路开平南站、翠山
湖高速出入口等对外窗口，“欢迎回
家”的贺春景观搭配大丽花、金鱼草
等时花，传递温暖的新春问候。据
统计，对外窗口共计设置贺年景观
11处，组景面积约1500平方米，摆
放绿植及时花近5万盆。

开平城区主干道的时花种植工

作也已完成，东兴大道、市徽环岛、
三江大道等主要道路共种植凤仙、
孔雀草、一串红等时花9万多盆，为
城市道路增添亮丽色彩。

在灯饰布置方面，开平城区的
东兴大道、光华路等路段的行道树
已悬挂3200串灯笼，金山公园主入
口广场大乔木悬挂了700串灯笼。
同时，光华路、东兴大道等路灯灯杆
共悬挂约700面国旗，处处洋溢着
喜庆气息。

在开平城区的幸福市场，春联
摊档迎来不少市民挑选春节装饰用
品。设置在水口镇后溪工业开发区
潮湾路的花市，年桔、菊花、蝴蝶兰
等花卉争奇斗艳，吸引众多市民前
来选购，为家中增添新春气息。

走进赤坎华侨古镇，浓浓的年
味扑面而来。目前，景区围绕“中国
年 看赤坎”主题，已完成70%的美
陈布置，火秀广场、赤子广场等地已
设置精美的香港花牌，让游客感受
非遗魅力，赤子广场水岸已布置好
花灯，营造热闹梦幻的氛围。

目前，开平市春节氛围布置工
作正在稳步推进，部分区域已完成
布置，为市民提前带来喜庆祥和的
节日氛围。后续工作预计1月26日
全部完成，届时开平将以最美姿态
迎接新春佳节。

开平年味渐浓
以最美姿态迎接新春佳节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李淑珩
通讯员 邝小虹

青年出摊
更“出圈”
开平青年集市开市

1月18日，由团开平市委、开平
市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开平青年集
市在开平市东汇城西面步行街开
市。众多青年摊主将各具特色的
商品与创意带到集市现场，从地道
美食到精美文创，从趣味游戏到互
动体验，各类摊位琳琅满目，吸引
了大量市民驻足围观与消费。

据统计，开市两天，集市吸引
超过3.5万人次客流量，营业收入
突破5万元。青年摊主们在忙碌
中收获了宝贵的创业经验，向社会
展示了开平青年奋进向上的积极
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与认可。

摊位种类多样
为市民带来丰富逛集体验

美味小吃、趣味套圈圈游戏、侨乡特色文创
产品……据悉，青年集市自启动招募以来，反响
热烈，共有超过100名青年摊主报名参与，经过
严格评审、公示以及专业培训等多个环节，最终
精选出30个各具特色的摊位，涵盖本地特色美
食、侨乡文化精品文创，以及充满新奇互动体验
的多样化品类，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逛集体验。

此次青年集市划分为学生组和青年组两大
板块，其中，青年组面向待业毕业生及拥有摆摊
经验的35岁以下青年开放。主办方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针对学生组，我们特别提供了每个摊
位1000元的资金补助，帮助他们减轻创业负
担。此外，我们设立了多个奖项，鼓励青年们在
实践中探索创业之路，培养他们的品牌意识和
原创能力。”

前来逛集的市民张先生与妻子为青年集市
点赞。“我们在逛街时偶然发现了这个青年集
市，摊位种类繁多，各具特色，让人眼前一亮，青
年摊主们热情、忙碌的身影，本身就是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张先生说。

打造实践平台
让青年在交流互动中成长

记者了解到，学生组的摊位多为同学合作
运营。“我平时喜欢在家里做烤翅、柠檬茶，感觉
在这里摆摊很有成就感。”“00后”大学生苏婧表
示，自己和同学在网上看到青年集市的招募消
息后，决定发挥所长，参加活动设置一个小吃
摊。“青年集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平台，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
践成果，更让我们在实战中锻炼自己的沟通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种经历，对于我们的成
长是非常有益的。”苏婧说道。

青年集市不仅搭建起大学生学习实践的桥
梁，更为想要摆摊的大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
平台。在学生组的摊位中，“创艺坊”摊位非常
引人注目，这里主要售卖的是将书法巧妙融入
小挂件的创意产品，既新颖又别致。摊主邓艺
岚表示，大学期间她就有摆摊的想法，但一直缺
乏实践机会。青年集市不仅为她提供了梦寐以
求的平台，而且集市选址在开平城区中心繁华
区域，出摊效果不错。

团开平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青年集
市与以往的体验式集市有所不同，持续时间长
达一个月左右，横跨春节假期，为参加活动的青
年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自我展示、交流互动，并
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新知、深化思考、促进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与开平市三埠街道结对的
广东省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华南农
业大学仁亲村研学项目队队长潘锦冰也参加了
青年集市。“在仁亲村研学项目之后，我和伙伴
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助力乡亲们打造品牌、增加
收入。之前苦于没有平台为乡亲们展示和宣传
产品，团开平市委提供的这次机会正好解决了
我们的难题。接下来，我们还将在线上开展直
播活动，为家乡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潘锦冰说。

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1月18日，记者走访位于塘口镇的御宁山露
营地，目睹4000多棵紫花风铃木竞相绽放的壮
丽景象。漫山的浅紫、深紫、紫红交织，形成一
片浩瀚的花海，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
照，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据悉，紫花风铃
木的花期长达50多天，从1月持续到春节期间，
为游客们提供充足的观赏时间。

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摄影报道

紫风铃木
花开正盛

围绕“中国年 看赤坎”主题，赤坎华侨古镇正进行精心布置，营造热闹梦幻的氛围。 景区供图

摄影师志愿者携带专业设备，为每组家庭捕捉温馨幸福的瞬间。

工人们忙着整理打包瓦当对联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