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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3月
21日，台山市举行2025年农文旅融合
发展项目开工（投产）活动暨腾奕温泉颐
养城项目奠基仪式，总投资超57亿元的
21个农文旅项目动工、投产，为促进台
山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台山市委书记郑劲龙，台山市委副
书记、市长吴楷钊，台山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彭大荣，台山市政协党组书
记、主席陈瑞琪出席活动。台山市领导
赵建涛主持活动，市领导方健康、何光
骏、刘子奕、蔡月湖等参加活动。

随着黄茅海跨海通道等重大交通项

目投入使用，台山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
前来台山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此次总
投资超57亿元的 21个农文旅项目动
工、投产，将让台山农文旅产业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可喜现象。

今年是“百千万工程”实施的关键之
年，台山市将锚定工作目标，以“起步即
冲刺”的姿态加压奋进，以整县推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省级试点建设为契机，因地
制宜，进一步推动农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力促台山“百千万工程”取得更多突破性
进展、标志性成果。对于进驻台山的投
资项目，将全力以赴做好项目全流程服

务和各项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实现“拿地
即开工”。

据了解，近年来，台山深入实施“百
千万工程”，积极对外大力推介优质资
源，农文旅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当天奠
基的腾奕温泉颐养城项目，是台山“百千
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10多
亿元，占地超过66公顷（1000多亩），是
一个集温泉、休闲、度假、游乐于一体的
康养综合性项目。其建成投产后将更
加有效激发三合镇温泉度假特色魅力，
联动周边项目形成拉动消费的新经济
增长点。

谈及落户台山的原因，企业代表们
纷纷表示，台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
位置优越，文旅资源丰富，尤其是深中通
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开通后，台山的发展
优势进一步凸显。同时，台山是著名侨
乡，有丰富的温泉康养、滨海风光、华
侨文化等资源，这种“诗与远方”的气
质为农文旅发展提供了天然土壤，让
游客体验到“慢生活”。此外，台山入
选农文旅融合发展省级试点，重视发展
银发经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发
展农文旅项目。

台山举行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开工（投产）活动

21个项目总投资超57亿元

新昌水水利风景区成功入选省级
水利风景区，离不开其完善的建设规
划和多元共治的模式。在规划过程
中，景区充分遵循了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原则，通过“三心聚六区”的空间
重构，打造产城融合的水经济示范区，
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有机统一。

所谓“三心”，即台城历史文化街
区、四九圩、五十圩三大文旅融合集聚
区。这三大集聚区各具特色，相互映
衬，共同构成景区文旅融合的核心区
域。而“六区”则包括限制开放区、水
利遗产展示区、田园生态游憩区、水情
科普宣教区、侨乡魅力休闲区、历史文
化体验区六个功能区。这些功能区各
司其职，相互补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
多样的旅游体验。

此外，“双脉”也是新昌水水利风
景区规划中的一大亮点。山水乐游脉
和城乡融合脉两条游憩脉络，将景区
内的各个景点和功能区有机串联起
来，形成了协同效应。这样的规划布
局，不仅让游客能够更加方便地游览
景区，也极大地提升了景区的整体吸
引力和竞争力。

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新
昌水水利风景区始终将水资源的保
护和合理利用放在首位。通过实施
水资源保护措施、加强水质监测和治
理、推进生态修复工程等措施，有效
改善了流域的生态环境。同时，景区
还注重节水与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
营，通过推广节水器具、建设雨水收
集回用系统等方式，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

新昌水之变，不仅在于工程治理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显著成效，更在于
其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
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在规划和建
设过程中，台山市水利局、广东省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密切合作，
共同推动景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
作。景区还积极与周边地区和企业
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水利风景区的融
合发展。

台山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打造新昌水水利风景区，不断完善
建设规划和管理机制，将其打造成为
生态治理与文化传承相融合的典范
景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独特的
旅游体验，让更多人领略其独特魅
力。

入选广东省第三批省级水利风景区

台山新昌水水利风景区为什么能？

江门日报讯（记者/林育辉 通
讯员/台宣）共叙乡亲情谊，共谋发
展大计。近日，台山市2025年港澳
新春交流推介会分别在香港、澳门举
行。台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楷钊，
台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彭
大荣，台山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
瑞琪，台山市领导谭艾婷、李白云、刘
子奕、赵智健、杨剑文，众多港澳政商
界代表、台山旅港澳乡亲、港澳及台
山知名企业家参加。

受台山市委书记郑劲龙委托，吴
楷钊代表台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
交流推介会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
迎，向关心支持台山发展的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感谢，向在港澳乡亲致以诚
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他指出，过去一
年，在港澳乡亲的鼎力支持下，台山
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新成绩。当前，
随着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建成
通车，台山迎来“大桥经济”机遇，与
港澳的空间联系打破地理因素的阻
隔，成为连接珠江东西岸、粤西地区
的重要节点，可大规模连片开发的土
地、优惠的生产成本等比较优势在大

湾区城市中将进一步凸显，发展前景
光明。

接下来，台山将全力对接湾区资
源，建好广海湾和工业新城两大工业
平台，加快打造省农产品加工示范
区，搭建好创新创业平台，构建侨建
筑保护活化体系，谋划华侨社区建
设，大力发展康养产业，为广大返乡
创业就业置业的港澳乡亲、华侨华人
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

其间，台山代表团还分别拜访
了澳门江门同乡会、澳门江门商会、
澳门江门妇女会、澳门江门青年会、
澳门台山同乡会、澳门台山青年会、
澳门台山赤溪田头同乡会、中国澳门
天然芳香产业协会、澳门文化旅游联
合会，台山代表团向广大在澳乡亲致
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对大家一直
以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此外，台山代表团先后拜访了香
港路劲基建有限公司、香港中华厂商
联合会，就开展产业项目合作进行深
入交流探讨。在港期间，台山代表团
还拜访了全国政协原常委、世界贸易
中心协会终身名誉理事伍淑清。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通
讯员/台人社）日前，“淡水鱼”菜品
研发品鉴活动在台山“粤菜师傅”侨
乡特色菜研发中心举行。活动加强
了顺德与台山两地烹饪技艺交流、合
作，也为“粤菜师傅”工程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活力。

本次活动的菜品研发团队汇聚
了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烹饪专业教师、
顺德名师名厨以及台山市技工学校
中式烹饪专业的教师、台山本地名师
名厨。他们携手合作，以鲗鱼、鳙鱼、
鲩鱼等淡水鱼为主材，巧妙融入台山
本地特色食材，精心设计了8道创新
菜品。这些菜品既传承了经典，又勇
于创新。其中，既有采用顺德传统蒸
法制作的“鸡油盐油蒸鲗鱼”，也有融
合侨乡风味的“猪网油扣鳗鱼”；既有
质朴鲜香的“鲍汁蒸鱼片”，也有西式
食材与中式烹饪技法碰撞出的“黑松
露汁焗鳙鱼”，充分展现了顺德与台

山两地精湛的烹饪技艺，同时融入创
新烹饪理念和技法，彰显了粤菜文化
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社会不断发展，需要创新融
合。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可以创作出
更多结合台山与顺德特色的融合菜，
希望未来能继续加强交流。”“顺德与
台山两地的烹饪技艺交流、合作，将
进一步推动粤菜的传承与创新，为

‘粤菜师傅’工程的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来自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厨师
学院、江门市“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
的代表们纷纷点赞。

据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
定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以其深厚
的餐饮文化底蕴和精湛的烹饪技艺
享誉全球；而台山则以其丰富的侨乡
文化和独特的食材资源著称。接下
来，台山将继续加强与顺德的合作，
深入挖掘和推广侨乡特色菜品，共同
推动粤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记
者从台山市档案馆获悉，《全粤村情·
江门市台山市卷》全10册（以下简称

《台山市卷》）日前正式出版。该套书
籍以近 1000 万字的篇幅，辅以
10000余幅珍贵图片，全面勾勒出台
山市17个镇（街）下辖3700余个自
然村截至2015年的历史人文风貌、
传统习俗及特色建筑，成为深入挖
掘和研究台山本土文化的资料库，
也为推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百
千万工程”实施、全域旅游布局以及
传统文化、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提
供了支持。

据了解，2015年，省地方志办根
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部
署，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自然村落
历史人文普查工作。台山市地方志
办积极响应，在台山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启动自然村落历史人文
普查工作，建立市、镇（街）、村三级联
动机制，采用摸排编报、实地走访等

方式扎实推进普查工作。2017 年
初，台山市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
作及《台山市卷》初稿同步完成。同
年年中，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
工作现场会在台山市召开，台山在会
上作普查工作推进经验介绍。为确
保文稿质量，又经反复打磨润色、补
充完善、审校勘误，《台山市卷》全10
册于2025年正式出版。

为扩大《台山市卷》的社会影响，
展示乡村文明风貌、推动乡村文化
传承，让全社会关注乡村发展，更好
地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地方志

“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台山市
地方志办将于近期陆续向机关单
位、镇（街）、村及相关公共文化机
构发放《台山市卷》。有兴趣的市民
群众可以就近到村委会办公楼阅
读，或者到台山市档案馆查阅。在广
东 省 情 网（http://dfz.gd.gov.cn/
nycq/index_31.html）开设的全粤
村情专栏，《台山市卷》也即将上线。

日前，位于台山市的新昌水水利风景区正式入选广东省第三批省级水利风景区。这座总面积达791公顷的

河湖型景区，凭借其独特的生态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完善的建设规划，脱颖而出，不仅填补了江门市在省级

水利风景区方面的空白，更在西江流域书写下生态治理与文化传承相融合的新篇章。

走进新昌水水利风景区，蜿蜒的碧道如同绿色的绸带，串联起星罗棋布的侨乡建筑群，百年水电站的历史依

旧在诉说着华侨的故事。这座融合了山水林田城村的生态共同体，正用其鲜活的实践，回应着时代的命题：如何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何让水利工程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在台山市河长制工作办公室，工作人
员看着每月新昌水水质监测结果通报，不
禁感叹：“如今，这里的水质常年保持Ⅲ类
以上，部分月份甚至能达到Ⅱ类。这在过
去是难以想象的。”

原来，为了守护新昌水流域的这一得
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近年来台山市采取了
一系列有效措施。新昌水水利风景区设
立了多个水质监测断面，每月定期监测水
质变化，确保水质始终达标。同时，通过
实施河道整治、碧道建设、水库除险加固
等工程，不仅提高了流域的防洪能力，还
对水源地的水质安全有进一步保障。

漫步新昌水碧道，河道两侧错落有致
的生态护坡映入眼帘。特别是在五十水
支流，曾经笔直的硬化河床被改造成蜿蜒
的新昌水碧道，不仅提升了属地河流的防
洪减灾能力，还改善了水生态环境质量。

新昌水水利风景区位于台山市东北
部，依托新昌水流域的塘田水库、新昌水
和五十水而设立，属于典型的河湖型水利
风景区。景区总面积达791公顷，河道长
度20.9公里，水域面积129.7公顷。这里
汇聚了山、水、林、田、城、村等多种资源要
素，河流与水库碧水贯连，自然风光旖旎。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昌水流域拥有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是众多水鸟的
重要觅食地和栖息地，共记录到鸟类48
种，其中包括黑翅鸢、燕隼等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鸟类，不仅为景区增添了生机与活
力，也见证了新昌水水利风景区在生态保
护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台山将继续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打造新昌水水利风景区。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 3
月24日，台山市三合镇凤乡玉怀民
宿的年夜饭餐厅热闹非凡，一场别开
生面的国际厨艺交流活动在这里举
行。活动特邀美国Le Soleil国际餐
饮集团米其林主厨Dennis Wong
（黄燮秋）与台山厨艺学院师生、凤乡
玉怀年夜饭餐厅厨师团队共聚一堂，
共同探讨淡水鱼的多样做法，并借此
机会宣传台山美食文化。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厨艺高手们
各显神通。黄燮秋主厨以其擅长的
越南菜系为灵感，对鲜鱼进行了独具
匠心的处理。而台山的厨师们则选

择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烹饪方式。
他们将鱼肉切片，分别以鲍汁蒸和盐
油蒸两种传统技法进行烹调，旨在最
大限度地突出食材原本的鲜甜味
道。同样的食材，在不同的烹饪理念
和技艺下，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让在场的每一位嘉宾都大呼过瘾。

除了精彩的厨艺展示，活动还特
别宣传了台山的美食文化。其中，台
山特色菜品三合鸡酒、菜果饭、艾糍
等更是成为活动的亮点。这些地道
的美食不仅让嘉宾们领略到了台山
独特的饮食风味，也进一步提升了台
山美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筑牢碧水屏障

生态立基

台山，这座中国著名的侨乡，拥有
着丰富的华侨文化和历史遗迹。而新
昌水水利风景区作为台山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历史记忆。

在新昌水水利风景区的北端，蛮
陂头水电站静静地诉说着历史故事。
其作为中国第二座水力发电站及中南
地区首座民营水力发电站，历史可追
溯至1946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

价值，更成为展示台山水利事业发展
成就的重要窗口。去年新建的台山市
水利科普馆，便特别展示了蛮陂头水
电站的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详细记
录了水电站从筹备到竣工的时间轴，
通过展示水电站的照片、地理位置、发
电设备以及员工工作场景等信息，生
动再现了这一重要工程的建设历程与
辉煌成就。同时，展览板上还再现了
水电站员工记录电表数据、操作水轮

机发电等场景，彰显了他们为水电事
业默默奉献的精神风貌。

除了蛮陂头水电站，景区内还保存
着大量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台城历
史文化街区、四九书院、玄潭原舍等，不
仅展现了台山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旅游体
验。漫步在这些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
之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台山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侨乡风情。

文脉传承 镌刻历史记忆

共治共享 发展碧水经济

台山在港澳举行交流推介会

对接湾区资源 叙乡情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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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挖掘研究
本土文化的资料库

顺德台山厨师联手研发“淡水鱼”菜品

推动粤菜文化传承与发展

国际名厨与本地厨师齐聚三合镇

展示“一鱼多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