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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Dino的江门创业路：

在乡村慢生活中打造有文化内涵的项目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江逸轩）
近日，五邑大学举行40周年校庆倒计时启动仪式
暨五四青春诗会活动。

据了解，五邑大学将于2025年11月举办建校
4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音乐诵读剧《侨批·中国》
展演、立德树人专题纪实片展播、系列学术会议及
校友返校等纪念性活动。活动当天，五邑大学向17
位校友分会代表颁发40周年校庆大使聘书，揭幕
五邑大学40周年校庆倒计时装置，并举办了五四
青春诗会，师生们用朗诵、合唱等艺术形式传递对
4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的喜悦。

五邑大学40周年校庆主题为：“四秩薪火，侨蕴
新篇”。校庆标识形态以“传承与发展，共创未来”为
核心理念，以数字“40”、汉字“邑”及英文“GO”的样
式巧妙融合，学校办学时间“1985—2025”融入“4”
字中间，造型刚柔交织，彰显五邑大学深厚的侨文化
底蕴，寓意五邑大学师生不断进取，追求卓越，共创
美好未来，向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能力突出、侨校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砥砺奋进。

五邑大学举行40周年
校庆倒计时启动仪式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黄柏军 麦
浪）近日，祖籍台山的旅美乡亲伍俊祥、伍俊生、伍
俊民、伍俊明昆仲，无偿将其位于台山市冲蒌镇光
荣路135号的铺屋捐给冲蒌镇政府，用于圩镇改造
建设。目前，这座承载着乡愁的侨房已完成活化改
造。

据了解，这座建于1940年8月的侨房，建筑面
积为195平方米，原属伍氏兄弟父亲伍耀赏老先
生。因后来全家移民美国，老房屋一直无人管理，
历经风雨，几成危房，存在墙体开裂、倾斜等安全隐
患。由于该侨房横亘在大同路与光荣路交界处，严
重影响两条主干道的车辆通行，成为圩镇升级改造
的“梗阻点”。

春节后，一贯关心家乡发展的伍氏兄弟了解
到，台山市冲蒌圩镇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施工
单位正在联系屋主进行妥善处置。得知消息后，伍
氏兄弟马上与家人协商，决定将老屋无偿捐出。“如
今家乡发展有需要，我们理当全力支持。”伍氏兄弟
表示，希望活化后的侨房能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今年3月，侨房捐赠手续正式完成，这座跨越85年
的老建筑迎来新生。

伍氏兄弟的善举，正是侨胞反哺家乡、共促发
展的生动写照。冲蒌镇是著名侨镇，有6万多名旅
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他们始终心系桑梓。
在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大力支持下，冲蒌镇发展日
新月异。2023年，冲蒌镇西坑村入选广东“百千万
工程”首批典型村，南和村获评江门市乡村旅游示
范村，多条村入选江门市“红色美丽侨村”。

祖籍台山的旅美华侨为家乡捐献侨房

助力圩镇升级改造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黄柏军）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近日，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与台山
市华侨历史文化协会联合发出《关于抗日战争胜利
80周年座谈会的征稿通知》，向社会各界征集江门
五邑华侨与抗战主题学术论文。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五邑籍华侨华人心系祖
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捐款捐物、回国参战，
与家乡人民并肩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华侨
爱国精神，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与台山市华侨历史
文化协会决定今年7月共同举办抗日战争胜利80
周年座谈会，向社会各界征集相关文章。

本次征稿主题包括聚焦抗日战争时期江门五
邑地区的抗战历史、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五邑籍
抗战人物事迹等，深入挖掘和展现江门五邑与抗日
战争的紧密联系和独特故事。

“届时专家将在座谈会上围绕优秀稿件作交流
分享，让更多人了解江门五邑的抗战历史和华侨爱
国精神，相关作品也将收录到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
的年刊中，成为学会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料。同时，
向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以表彰其贡献。”江门市华侨
历史学会秘书长董小荣介绍，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
与台山市华侨历史文化协会共同期望社会各界特
别是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共同挖掘江门
五邑抗战历史、传承华侨爱国精神。

江门侨史学界征文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挖掘抗战历史
传承华侨爱国精神

江门日报讯（记者/朱磊磊 通讯员/黄柏军）
近日，市侨联、江门市顺德商会举行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聚焦海外侨商需求和“江门制造”优质产
品资源，共同构建服务平台，促进供需资源对接，开
展海外风险应对探讨、法治沙龙等活动，开启合作
共赢新篇章。

市侨联有关负责人表示，江门市顺德商会会员企
业行业分布涉及家电、家具、化工、食品、包装材料等
多个细分市场，江门籍侨商对世界各地市场了解深
入，鼓励江门籍侨商和顺商在侨联和商会搭建的平台
上加强互动、深化交流，实现双向奔赴、合作共赢。

江门市顺德商会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借助侨联
的海外网络优势，助力商会企业深耕国际市场，对
接全球优质资源。同时，为江门籍侨商投资兴业、
创新创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扶持。

当天，市侨联组织泰国、越南、柬埔寨、荷属库
拉索等国家和地区的侨商代表参观江门市顺德商
会会员企业产品展示厅，见证广东润立新材科技有
限公司、泰国环球ABC有限公司（Global ABC
Limited）签署合作协议。

市侨联与江门市顺德商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搭建沟通桥梁
服务跨国商贸

江门幼专以新媒体赋能侨童文化教育

侨乡故事架起文化认同“云桥梁”

创新传播手段
满足多元文化需求

作为著名侨乡，江门承载着无数海外华侨
华人的乡愁记忆与文化根脉。然而，随着代际
更迭，部分海外华裔新生代对“故里”的认知逐
渐模糊，侨乡文化传播面临着代际传递弱化、
文化认知碎片化、教育载体单一化等诸多挑
战。

“不少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新生代，并未
到过祖（籍）国。受成长环境影响，他们对祖
（籍）国文化的认同与祖辈可能会产生偏差。”
提起项目立项初衷，江门幼专侨童新视界团队
指导老师李敏倩认为，“新媒体视角下华裔及
港澳儿童侨乡文化认同教育”领域存在较大的
研究空间，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面对挑战，侨童新视界团队深入探索新媒
体视角下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增强海外华裔及
港澳儿童群体对侨乡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最终，以“故事”为核心载体，李敏倩带领
团队启动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

电子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让侨乡文化的
传播全球共享成为可能，也为海外传播提供了

发展新平台。“五邑侨乡文化认同受多重因素
影响，其中历史文化了解程度和故事兴趣是重
要影响因素，传播与资源尤为关键。”调研中，
李敏倩发现，新媒体正成为五邑侨乡故事海外
传播的主渠道，但面向华裔和港澳儿童的五邑
侨乡故事新媒体资源数量整体偏少，受众对粤
语资源的需求较大。

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必须用年轻人的语言
和载体重新激活侨乡文化基因。基于此，侨童
新视界团队利用微课堂、短视频、有声故事等
多种新媒体形式，将侨乡文化以生动有趣的方
式呈现给海外受众。

“用微课堂的形式，带领观众领略侨乡春
节的独特风情，同时也把卡通元素融入侨乡名
人故居，将梁启超故居的历史文化以轻松愉快
的方式传递给海外华裔儿童。”李敏倩介绍，侨
乡文化的传播不仅要注重形式创新，更要精准
定位受众，满足他们的多元文化需求。

侨童新视界团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
考虑海外华裔及港澳儿童的年龄、语言、文化
背景等差异，制定了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团队
推出“三语春悦，五彩故事会”，利用粤语、普通
话和英语分别讲述春节故事，满足了不同语言

背景受众的需求。
“不少海外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反馈，这种

多语言版本的故事既有助于学生学习中文、了
解中国文化，还能助力文化传播。”在李敏倩看
来，这种“文化+科技”的创新模式，突破了地域
限制，让华裔新生代能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
魅力，让年轻一代在追溯中华文脉中深化民族
认同。

线上线下联动
促进侨乡文化深度交流

在原创绘本故事里聆听柑普茶的传说，感
受侨乡非遗的独特韵味；在优雅的茶艺表演中
品味一招一式，体验中华茶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诙谐的围裙剧前了解恩平烧饼的故事，领略
传统工艺的生动魅力……今年3月，李敏倩带
领侨童新视界团队走进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幼
儿园，为澳门的小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文化盛宴。

“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以实地体验
的方式能加深海外华裔及港澳儿童对侨乡文
化的认知和热爱，促进五邑侨乡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为文化交流搭建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

桥梁。”李敏倩认为，讲好侨乡故事，线上线下
联动深化文化体验同样重要。

“传播内容要结合地方特色，增加内容的
趣味性和互动性，确保文化传播深入人心。”李
敏倩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近年
来，江门举办了众多文化交流活动，从文旅、音
乐、学校等领域入手，为海外华裔及港澳儿童
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和体验侨乡文化的大
门。自2017年起，江门市侨联连续9年通过多
种形式组织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
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寻根之旅”线上
线下夏（冬）令营，广受侨界好评。

“项目团队通过创新的视角和丰富的实
践，不仅为侨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展现了侨乡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独
特魅力和无限潜力，更为全国其他侨乡地区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市侨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江门将继续深化侨
乡文化研究，拓宽传播渠道，开发更多适合华
裔及港澳儿童的侨乡文化资源，满足不同群
体的文化需求，让五邑侨乡故事能够持续、深
入地传递给更多的华裔及港澳儿童，讲好侨
乡故事。

“一只萌娃蹦跳着穿梭在梁启超故

居的青砖灰瓦间，带领观众打卡启超故

里的特色景点。”这则短短20多秒的短

视频在海内外多个平台发布后，引发不

少海外侨胞追问：“梁启超故居在哪里？”

这个由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以下简称“江门幼专”）团队创作的“爆

款”新媒体产品，正是其探索华裔及港澳

儿童文化认同教育新路径的一次试验。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文化交流

与融合日益频繁，如何让海外华裔及港

澳儿童更好地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

源，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今年

5月，在第十八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来自江门幼

专的侨童新视界团队凭借《故事的力量：

新媒体视角下华裔及港澳儿童侨乡文化

认同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项目脱颖而出，

以独特的创新视角和丰富的实践探索走

出了一条新路径，荣获全省唯一聚焦侨

童文化教育的特等奖，为侨乡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朱磊磊

结缘江门：从澳门到江门的双向奔赴
Dino有着40年餐饮从业经验，拥有多元

文化背景——母亲是潮州人、父亲是葡萄牙
人，这让他兼具东方的细腻和西方的创意。
而他与江门的渊源，早在 20多年前就已埋
下。彼时，他在新会、蓬江从事餐饮策划管理
工作，虽然后来离开过一段时间，但江门的文
化氛围和侨乡魅力一直让他难以忘怀。

2022年，Dino的朋友、香港影视艺人古
明华计划在江门拓展餐饮事业，向他发出了
邀请。此时的Dino，也正有在大湾区内地发
展的想法。“江门是个好地方，有浓厚的文化
气息，而且和澳门有很多相通之处。”Dino
表示，很多澳门人的祖籍都是江门，两地语
言相通、文化相近，江门的建筑风格也与澳
门新马路相似，这让他一踏上这片土地就倍
感亲切。

于是，Dino当年便带着团队来到江门，
与朋友将蓬江区的一座旧厂房活化成餐饮项
目，开启了在江门的创业之旅。此后，他先后
在开平赤坎和塘口、台山等地布局了多个项

目，创办了“红八”和“世斯”等品牌。

扎根乡村：挖掘建筑的文化价值
Dino选择在开平塘口镇开餐厅，并非偶

然。他看中了这里乡村活化潜力和文化氛
围。塘口镇是文创小镇，文旅融合前景广
阔。“和城市不同，乡村土地空间大、政策支持
多，我们可以参与村宴、文化活动，把餐饮和
文化结合起来。”Dino说。

Dino的餐厅位于一处由旧粮仓改造而
成的文创园区内，与隔壁的粮语艺术公社合
作紧密。粮语艺术公社主要从事话剧等文创
活动，Dino则负责配套餐饮，形成了“餐饮+
文化”的独特模式。他们邀请澳门的创作人
才来此，与当地剧社艺员合作，推出落地话剧
文化活动，让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沉
浸在文化的氛围中。

在Dino看来，江门的乡村有很多具有历
史背景的旧厂、粮仓等资源，这些都是活化的
宝贵素材。“旧厂如果没有历史背景，很难活
化，而有故事的旧厂就可以被赋予新的生
命。”他举例道，开平塘口粮仓经过改造，成为

了集餐饮、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空间，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融合发展：带来澳门多元文化
作为澳门人，Dino带来了澳门的丰富餐

饮管理经验和多元饮食文化，同时也积极融
入当地文化，推动江澳两地交流合作。他的

“红八”品牌偏重澳门餐，“世斯”则是港澳混
合风格，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

随着“澳车北上”、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
通道等政策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
多的港澳市民来江门乡村游玩。Dino的餐
厅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现在每周末都有很多
香港、澳门的游客开车过来，他们喜欢这里的
乡村环境和文化氛围。”他说，港澳游客的到
来，不仅带来了人气，也促进了两地饮食文化
的交流。

在与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合作中，Dino也
感受到了江门对乡村文旅发展的支持。不久
前，塘口镇举办“侨BA”篮球赛，他的餐厅积
极配合，提供餐饮等服务，负责颁奖礼和开幕
礼等活动。“政府很支持我们创业者，在手续

申请等方面提供了很多便利。”他说。
同时，Dino也看到了江门乡村文旅发展

的潜力和不足。他认为，江门文化资源丰富，
但缺乏像珠海长隆这样的大型项目，需要打
造更多有故事性的旅游区。他建议，江门可
与澳门、珠海、中山等地加强合作，打造跨城
旅游路线，吸引更多游客。

创业感悟：在慢生活中追求理想
在江门乡村创业的两年多时间里，Dino

收获了很多。虽然乡村创业面临着客流量
季节性强、人才分散等问题，但他更看重这
里的创意空间和慢生活节奏。“城市里压力
大、竞争激烈，而在乡村，我们可以更专注打
造有文化内涵的项目，不用过于追求利润。”
他说。

与在澳门酒店从事管理工作不同，内地
创业需要更灵活的经营策略。比如，招聘人
员时，由于江门人才分散，需要提供宿舍等配
套设施，投入相对较大。但Dino也看到了内
地年轻人的变化，现在招聘的员工很多都有
旅游经历，见识广，服务要求更高，合作起来
更注重眼界的契合。

对于想要来江门从事文创、餐饮行业的
港澳人士，Dino建议他们要有“清零心态”，
重视融入本地文化生活，多花时间了解当地
的风土人情。“虽然江门和港澳文化相通，但
还是需要一定的适应期。”他说，虽然自己祖
籍不在江门，但通过两年多的生活，已经完全
习惯了这里，交流完全没有隔阂。

如今，Dino 在江门已经有了 4 个项目
点，分别在开平赤坎、塘口、台山和蓬江。他
说，相比在澳门工作时高压的状态，在江门实
现了工作和生活的结合，过得很舒适。未来，
他希望继续拓展自己的事业，与更多的澳门
朋友合作，推动江澳文旅融合，为江门乡村文
旅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江门“百千万工程”的
背景下，Dino的创业故事只是众多港澳人士
在江门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们带着资
金、技术和经验，与江门的乡村资源相结合，
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融合发展的新篇章。随
着越来越多像Dino这样的创业者的加入，江
门的乡村文旅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江
澳融合也将迈向新的高度。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
市，正以独特的侨乡魅力和乡村振兴
活力吸引着众多港澳人士投资创
业。来自澳门的Dino，便是其中一
位颇具代表性的创业者。他带着对
餐饮行业的热爱和对大湾区发展的
信心，在江门开平市塘口镇开启了
自己的全新创业之旅和休闲生活，
为江澳文旅融合和侨都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的活力。

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蔡昭璐

澳门人Dino（前排左三）选择
在江门开启全新创业之旅和休闲
生活，点赞这里的自然和人文环
境。受访者供图

江门幼专学子为澳门小朋友表演茶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