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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凉亭见证“侨”情缘
本次修复的凉亭主要包括大沙墟社

区的“念祖亭”“慈母亭”“敬父亭”等6座
凉亭，均建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梁
沃瀛等华侨捐资建设。

据介绍，梁沃瀛祖籍大沙镇，曾赴中
山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他秉持着“我是
大沙人，应念大沙事”的信念，发动海外
华侨筹资兴建大沙中学的办公楼和教学
楼、大沙图书馆、大沙卫生院、大沙敬老
院、大沙文化站、大沙幼儿园综合楼、岗
坪村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大沙镇全民健
身文化广场、大沙镇全民健身文化广场
莲峰廊等多个项目。

“念祖亭”“慈母亭”“敬父亭”……这
些名字蕴含着尊亲敬祖、传承孝道的深

刻寓意，代表了侨胞们浓浓的思乡之
情。“当时建亭，既是为了方便乡亲赶集
时遮风避雨，也是希望通过这些名字，告
诉下一代不忘本、不忘根。”大沙墟社区
居民张万禄说。

后来，因年久失修，凉亭破损严重，
亭内碑刻上的字迹也模糊难辨。大沙镇
人大代表李翠萍在日常走访过程中，多
次听到群众反映华侨捐建的凉亭年久失
修、功能受损。集中整理有关信息后，大
沙镇人大提出了《关于修复改善大沙墟
华侨捐建亭廊的建议》。

收到建议后，大沙镇政府迅速行
动。由分管侨务的镇领导牵头，会同相
关部门开展实地勘查、制订修复方案，最
终决定以“先急后缓、先重点后拓展”为
原则，今年以来，投入逾10万元，开展凉

亭修复工程。今年5月，修复工程全部
完工。如今，“念祖亭”内原本斑驳模糊
的碑刻文字再次清晰可辨，不少乡亲纷
纷驻足阅读碑文，回忆往昔华侨捐资建
亭的事迹。

“以前下雨了，只能站着躲雨，现在
不仅可以坐下歇脚，还能看到那些刻在
墙上的老名字，知道是谁为我们建了这
些，心里很温暖。”张万禄说。

小凉亭成为“连心桥”
一座小凉亭，牵动着浓浓的乡情；一

次修复工程，成为连接华侨与家乡的“连
心桥”。

“大沙镇的发展，离不开海外侨胞的
大力支持。近年来，侨胞们慷慨解囊，支
持大沙镇的公路建设、圩镇改造等。”大

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侨胞心系家乡，家
乡也铭记着侨胞的付出，修复凉亭，正是
这种情感的体现。“近年来，大沙镇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外侨胞回到家
乡，看到家乡越来越美，都感慨不已。也
正因如此，他们更加愿意为家乡建设贡
献力量。”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

目前，大沙镇正以此次凉亭修复工
程为切入点，筹备将侨建凉亭、碑廊、老
建筑等纳入系统保护管理范围，并积极
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让这些承载着
历史故事的老建筑得到有效保护。

与此同时，大沙镇计划探索将凉亭
及其背后的故事融入公共教育、侨属亲
子活动，进一步提升侨乡文化的内涵与
外延价值，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侨乡文
化的魅力。

大沙镇修复百年华侨捐建亭廊

回应民生诉求 唤醒文化记忆

“亭子修好了，群众
休息有了好去处，赶集、
散步时遇上下雨也不怕
了。”近日，大沙镇大沙墟
社区的居民高兴地表
示。随着社区内一批由
海外华侨捐建的凉亭完
成修复并通过验收，这些
见证百年侨乡变迁的文
化地标再次焕发新活力，
既回应了群众的民生关
切，也推动了侨乡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修复后的凉亭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淑珩）为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月
31日，开平市博物馆举办“粽香伴端
午 乐享童趣时”游园活动，为广大市
民打造充满趣味与文化内涵的节日
体验。

此次活动包括“迷你龙舟赛”“一
夹即‘粽’”“桌面足球赛”“捕鱼达人”
等创意游戏，吸引众多市民群众走进
博物馆，在欢乐的氛围中解锁体验传
统文化新玩法。在“迷你龙舟赛”游
戏中，家长与孩子一起用彩纸折龙
舟，小朋友们还化身“小舵手”，通过
吸管吹动纸龙舟在水盆中“破浪前

行”。“一夹即‘粽’”也吸引了不少市
民群众参与。只见塑料粽子在桌面

“蹦跳打转”，参与者紧盯目标、屏气
敛息，灵巧翻转手腕夹起“粽子”，将

“粽子”稳稳放入碗中，现场充满欢声
笑语。

“我们将端午民俗与童趣元素
巧妙结合，希望能够让市民群众直
观感受‘龙舟竞渡’‘端午食粽’的习
俗，既保留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内
核，又注入儿童节的欢乐元素，用传
统文化浸润市民群众心灵，增添别
样的文化温情。”开平市博物馆相关
负责人表示。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淑
珩） 5月27日，2025年开平市小学
生美术书法大赛作品展在开平市美
术馆院开幕，共展出开平市小学生的
300件作品，涵盖书法、国画、版画、
水彩等多种艺术形式，彰显开平少年
儿童对美的追求。据悉，展览将持续
至6月13日。

本次展览以“少年风华”为主
题，旨在通过搭建艺术作品的展示
平台，激发青少年的创作热情，提高
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美育教育事业的
关注，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展览共
征集到书画作品570多件，经严格评
选，评出一等奖30名、二等奖60名、
三等奖90名。开平青少年纷纷用画
笔记录美好、表达情感、传递正能
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折
射出开平教育深耕美育沃土的丰硕
成果。

展览现场，一幅幅充满童趣的绘
画作品和灵动的书法作品吸引不少
师生和市民驻足欣赏。开平市港口
小学学生甄颖桐凭借一幅《侨乡古韵
长街图》斩获绘画一等奖。“我将同学
们在街上奔跑玩耍的场景定格在画

面上，希望通过画笔传递出侨乡生活
的美好。”甄颖桐表示，绘画是一扇通
往奇妙世界的窗口。“我很喜欢画画，
一开始，我用彩色笔涂鸦，到现在可
以在画纸上画出我想画的内容，以后
我一定会更加用心地画画，画出更多
作品。”甄颖桐说。

开平市持续推动青少年书画人
才培养系统工程，坚持以素质教育为
核心，将美育作为教育提质工程的重
要抓手，让艺术教育滋养童心。此次
书画展是开平市深入推进“五项工
程”、践行“六大行动”的生动实践。

“孩子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展现了他
们这个年龄段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希
望他们能继续坚持，让艺术融入生
活。”开平市翠山湖实验学校教师黄
静认为，开平市多年来举办小学生美
术书法大赛，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艺术
素养，更能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和自
信心。

接下来，开平市将继续扎实推进
五育并举，搭建起青少年展示艺术才
华与创造力的舞台，借助美育教育，
引导少年学生感受美、理解美、创造
美。

邂逅奇石
开启奇妙之旅

梁永根学的是美术专业，画画是他
的本行。回忆起与奇石的初次相遇，他
的眼中满是兴奋与感慨：“大学刚毕业那

会儿，我爱背着画架到处写生。有一次，
一块石头地闯入我的视线。那纹路和形
状，就像是大自然亲手绘就的画作，充满
了野性和神秘，一下子把我吸引住。”就
这样，一次偶然的邂逅，如同打开了一扇
神秘的大门，开启了他长达20多年的奇
石收藏之旅。

为了寻找更多奇妙的石头，梁永根
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找石头
是个苦差事。”梁永根微微皱眉，陷入回
忆，“有一次，我在山沟里发现一块特别
心仪的石头，但石头死沉死沉的，我一个
人根本搬不动。没办法，我只好找来绳
子，把石头绑在身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前
行。每走一步，都感觉自己的腰要断

了。当时真的累到极致，心想再也不干
这苦差事了。可当我把石头抱在怀里，
看着它独特的纹理，所有的疲惫都瞬间
消散，满心都是收获的喜悦。”

在梁永根的藏品中，“满汉全席”石
头宴是他的骄傲。走进展示区，一桌丰
盛的“美食”呈现在眼前，让人不禁瞠目
结舌。“看这煲仔饭，是不是像刚出锅一
样，冒着热气？还有这些蛋挞、烧卖，精
致得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梁永根笑着
介绍，眼中满是骄傲，“这些都是纯天然
的石头，没经过任何人工雕琢，全是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

梁永根还骄傲地告诉记者，这桌“满
汉全席”曾在世界奇石博览会上大放异

彩。

侨乡情怀
藏品背后有故事

除了奇石，古埠奇石馆还有大量与
华侨有关的藏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充
满了故事。

“看这个‘金山箱’，是当年华侨到国
外打工时用的，上面的每一道划痕，都记
录着漂泊的岁月。还有这张100年前的
手绘地图，把各个国家的边界都标得清
清楚楚，很珍贵。”梁永根一边介绍，一边
轻轻抚摸着这些藏品，眼神中充满了敬
畏。

据梁永根粗略统计，古埠奇石馆大
概有 100 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金山
箱”，都是他亲自收回来的。不但如此，
这里展出的华侨藏品，都是当年华侨使
用过的真品，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为
了收集它们，梁永根跑遍了开平各个村
落。梁永根回忆说：“有一次，我听说有
个华侨用过的‘金山箱’，很有收藏价
值。我第一次去，屋里没人。后来又去
了好几次，不是没人，就是别人不愿意
卖。我就跟他们讲，‘金山箱’是华侨历
史的见证，承载着先辈们的记忆。最后，
他们被我的真诚打动，才把箱子转让给
我。”

游客陈先生说：“我是开平本地人，
以前对侨乡文化的了解并不深。自从梁
馆长的奇石馆开了，我经常来。每次来
都能学到新东西，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有
了更深的认识。梁馆长真的做了一件大
好事。”

开平乡间藏了个奇石馆，内有“金山箱”“奇石宴”……

通过藏品探寻侨乡文化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这些石头怎么能
长得这么像食物，太神奇
了！感觉就像走进了童话
世界，每一块石头都充满
了魔力。”今年端午假期，
来自珠海的游客李女士在
塘口镇古埠奇石馆收获了
别样的度假体验。

踏入古埠奇石馆，仿
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世
界，形态各异的奇石、承载
岁月痕迹的华侨藏品有序
陈列，似在诉说着不为人
知的故事。“为了更好地展
示开平的侨乡文化，我特
意展出‘粤菜奇石’‘下午
茶三点三奇石’。”见到记
者，梁永根热情地分享自
己的藏品。

文/图 张华炽

江门日报讯（记者/刘嘉猷）近
日，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正式批复
同意设立“广东开平胡须鸡科技小
院”。该科技小院由广东省科协、广
东省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广东省
农技协、江门市科协、开平市科协、金
鸡镇政府依托开平市爱立特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是广东省今年
获批的10家科技小院之一。

据了解，科技小院作为农业院校
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培养农业高层次
人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

“三位一体”创新组织模式，着力以科
技创新带动乡村创业，以科技成果助
力农民增收致富。

开平市爱立特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主营优质鸡育种孵化、肉鸡养殖及
销售，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

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企业自主培
育优质“乐天凤”胡须鸡新品种，建成
2个肉鸡养殖基地和1个种鸡和孵化
基地，年产优质鸡苗超2000万羽。
同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企业带动周边地区饲养肉鸡1000万
羽以上，精准扶持养殖户1000多户，
推动养殖户年均收入超6万元，在推
动金鸡镇农业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小院的设立，为金鸡镇农
业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金鸡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金鸡镇将以
科技小院为平台，进一步推动农业产
业技术升级，全面促进农业增效益、
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开平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路径。

古埠奇石馆展出的”下午茶三点三奇石“。

国家级科技小院落户金鸡镇

为农业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开平市博物馆举办趣味游园活动

“粽”享欢乐

300件小学生美术书法作品展出

用心将美好定格

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吸引不少学生驻足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