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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盛夏七月，在开平市赤坎镇南楼村的10公
顷特色种植园内，黄金百香果藤蔓攀缘缠绕，生
机盎然，月底即将迎来丰收。田间，驻村第一书
记向成正俯身仔细察看作物长势，汗珠沿着他晒
得黝黑的脖颈悄然滑落，无声地融入这片充满活
力的土地。

谁能想到，仅仅两年前，这片如今孕育着
“金钥匙”的土地，还只是零散种植的普通农
田。“土地从不会辜负汗水。”向成拾起一颗饱满
的百香果，笑容里满是笃定，“乡亲们的好日子，
就孕育在这每一颗用心浇灌的果实里。”

脚步丈量，绘振兴蓝图
驻村伊始，向成便将深入走访作为首要任

务。3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布全村10个村小组，
深入走访了超过50户农户和乡村产业从业者，
详细记录下村民的生活现状、收入来源、面临的
困难以及对村庄未来发展的真切期盼。

“产业分散、技术薄弱、销路狭窄，这是南楼
发展的三道坎。”向成在调研本上重重画下标
记。然而，当他在走访中发现村里底蕴深厚的
侨乡碉楼群与珍贵的红色革命遗址交相辉映
时，不禁豁然开朗——这份独特的文旅资源，不
正是南楼村实现突围、走出特色之路的宝贵密码
吗？

在村委会会议室，向成将村资源分布图铺
开，思路清晰地提出：“我们既要让脚下的农田
结出‘金果子’，也要让沉睡的碉楼讲出‘好故
事’。”这份凝结着无数个日夜思考与实地踏勘
心血的帮扶方案，明确了分阶段的工作目标和
重点任务，为后续精准帮扶绘制了清晰的路线
图。

产业筑基，燃振兴引擎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向成立足本

地特色农文旅资源，积极引入现代化种植、养殖技
术，为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

在养殖领域，向成多次邀请农业专家现场
指导，推广科学的养殖方法和病害预防技术。
在种植方面，他联合参与帮扶的江门市属国企、
强村富民公司、农业科技公司，创新帮扶模式，
成功引进黄金百香果、千禧小番茄、西瓜红番薯
等系列农产品种植项目，种植面积达10公顷，预
计年产值200万元。

“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向成敏锐捕捉到
电商兴农的风口，化身“新农人”，积极投身“助
力百千万 网推家乡美”线上直播带货和“助力
百千万 品味开平美”线下进机关大院展销活
动。“赤坎番茄，一口爆浆，甜过初恋！”线上线
下，这位朴实的驻村第一书记以热情真诚的“乡
土推荐官”形象，将家乡的优质特产推介给千家
万户，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

与此同时，向成积极盘活南楼村独特的侨
乡碉楼资源和红色历史底蕴，探索“红色+研学”

发展模式，试点强村富民公司市场化运营管理，
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以全堂乐酒店为
龙头，发展民宿、轻餐饮等新业态，积极申请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30万元，通过“村企共
建”的方式，强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文旅融合
的蓝图正逐步化为现实。目前，南楼民宿建设
地块已经签订20年租约，设计图纸正在修改完
善中，一幅侨乡气息和美画卷徐徐展开……

2024年，南楼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2年的
14.82万元跃升至26.05万元，两年增长76%。

心系未来，育乡土新苗
“拔穷根、阻代际，教育是根本之策。”向成

深知，乡村的未来在于人才，人才的培养始于教
育。

为此，他积极奔走，穿针引线，协调各方资
源改善教学条件。他协调江门市府办和市直
单位捐赠的40台电脑、11台触控教学一体机，
让开平六中的课堂焕发数字化光彩；申请到的

“6·30”捐款5万元，则让赤坎镇五龙学校的公
厕告别了陈旧。

南楼村的振兴之路，亦是向成带领乡亲们
共同守护幸福底线的征程。他时刻紧绷防止返
贫这根弦，对10户纳入监测范围的困难户给予
持续关怀，累计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等15
人次，及时发放生活物资与慰问金，传递组织的
温暖。当得知返贫监测户邓某豪住所亟待修
缮，他积极申请专项资金，助其改善居住条件，
重拾生活信心。

党群共治，谱和美新景
南楼村的美丽蝶变，不仅是经济指标的跃

升，更是人居环境质的飞跃与基层治理效能的
显著提升。

向成以中组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为契
机，推动实施“红色堡垒工程”“红色基因工程”
等五大工程，定期召开党组织会议，加强党群共
建、问题共商、资源共享、难题共解。他推动江
门市府办机关4个党支部与赤坎镇8个经济薄
弱村精准结对，量身定制帮扶清单；“我为群众
办实事”机制常态化运行，镇村干部、党员穿梭
于村巷，将服务延伸至村民屋檐下。

在党建引领下，一场场“党群共建绿美乡
村”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向成带领村民挥锹铲
土，种下紫花风铃木、大叶紫薇、三角梅等超过
600株苗木。他创新推行“党员包片+村民认领”
长效管护机制，43名党员分片负责日常养护，村
民主动认领责任区。

如今，漫步南楼村，绿树成荫，花香四溢，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们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
属感显著增强。

“乡村全面振兴是场持久战，需要久久为
功。”回首两年驻村工作，向成的目光中沉淀着
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念，“希望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南楼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愿景能早日实现。”

开平市赤坎镇南楼村驻村第一书记向成：

汗水浇出“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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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技术。

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助力百千万工程
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第一书记

策划：江门市委组织部

“勠力同心——
粤港抗战史实展”
与市民见面
将持续至7月17日

江门日报讯（记者/黎禹君 通讯员/郏雪
萍）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近日，“勠力同心——粤
港抗战史实展”在市文化馆开幕，展期将持续
至7月17日。

本次展览由省文旅厅指导，广州市委宣
传部、广州市文广旅体局（广州市文物局）主
办，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承办，江门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旅体局联合承办。

展览精心构筑五大篇章：“浩劫·苦难悲
歌”揭示山河破碎之痛，“呐喊·中国抗战文化中
心”彰显文化抗战的惊雷，“抗争·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聚焦民众不屈脊梁，“烽火·艰苦卓绝的斗
争”重现南粤战场血火淬炼，“胜利·涅槃重生”
高扬浴火重生之荣光。图文并茂的展陈，深刻
勾勒出粤港同胞在民族危亡之际同仇敌忾的
壮阔图景。

据悉，“勠力同心——粤港抗战史实展”
同时也是“2025红色文化轻骑兵：重走抗战
之路”活动的重要内容。该系列活动以粤港
澳大湾区各地市为开展地，深挖抗战主题革
命文物资源，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感兴
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市文化馆一楼展厅免费
观展。

市直单位100名
党员发展对象集中培训

江门日报讯 （黎禹君 江直轩） 为深
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格
发展党员程序，确保发展党员质量，切实做
好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工作，根据《中国共
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要求，近日，市直
机关工委举办第一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
班，来自市直各单位 100 名党员发展对象
参加了培训。

在开班仪式上，市直机关工委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了培训目的、课程设置、学习要求和培
训纪律，要求全体学员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参与学习讨论，做
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本次培训采取现场授课与视频教学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章
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程回望等内容为学员们进行授课，教育引
导党员发展对象加强对党的性质、纲领、宗
旨、党员义务和权利的认识了解，进一步筑
牢思想根基、深化理论认知、增强实践本
领。本次培训还安排市直优秀党员代表交
流发言，帮助学员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勉
励学员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把党章各项规定具体而生动地落实到
日常言行和生活中。

为进一步检验和巩固学习成效，培训班
还组织了全体学员参加党的理论知识测试，
让学员在考核中自我检验思想理论水平和培
训学习成果，及时查缺补漏，实现以考促学、
以学促进的效果。

经过3天的培训，学员们进一步加强了对
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认识，坚定了
理想信念。

线上验核 线下放行

外海海关创新
“循环包装”检验模式

江门日报讯（记者/凌雪敏 通讯员/江
关宣）近日，江门海关所属外海海关采用创
新的供港澳腐蚀性危险品“循环包装”检验
模式，对132吨供港次氯酸钠溶液完成了属
地查检作业。

次氯酸钠广泛用于饮用水消毒，是提升
淡水利用率的主要原辅料之一，作为高纯度
食品级消毒剂，具有盐类沉淀率低、消毒效
率高、品质相对稳定等特点，是港澳食品工
业、居民饮用水消毒专用剂。江门因具有短
途运输与规模化生产双重优势，可实现每日
稳定供应港澳，年高峰供应量占港澳市场的
90%。“我们生产的次氯酸钠主要供港澳地
区进行饮用水消毒，平均每天出口次氯酸钠
约250吨。”江门市广悦电化有限公司经理
刘庆卫表示，“在新模式下，我们装货、出货
及检验安排更加灵活，出货效率较以往提升
了20%。”

“循环包装”检验模式是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保持批批合格评定的条件不变，改革批
批到场查验模式，对粤港澳跨境运输包装中重
复使用、风险系数较低的危化品及其包装采用

“风险评估+合格保证+出厂检验+音视频验
证+线上出证”方式，实施线上验核远程查
检。以顺势监管方式降低现场作业频次，减少
对企业经营的干扰。

“为保障次氯酸钠安全高效出口，落实智
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我关创新‘循
环包装’检验模式，实现线上验核、线下放
行。每批次检验周期缩短约1.5小时，外勤执
法次数减少 84%，有效提高了海关监管效
能。”该关所属外海海关查检科副科长劳世君
介绍。

据了解，今年6月，该关已将该模式在关
区复制推广，符合条件的供港澳危险品企业
均可参与改革，每年预计可节省成本超百万
元。

□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根”。

江门是中国著名侨乡，祖籍五邑的港澳台
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有530多万人。他们早年
漂洋过海、闯荡世界，却始终爱国、爱乡、爱自己
的家人，在历史各个时期为祖国和家乡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近些年更是屡屡回乡寻根、省亲
或参观访问。

散落在侨乡大地上的古建筑、古村落等，承
载着海外侨胞的记忆与情感。2021年底以来，
江门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工程，通过高标准打
造文化交流平台，系统保护活化侨乡建筑，着力
构筑广大华侨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助力他们
加深与故乡的联系，并从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持久魅力，感受到祖国发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

从博物馆升级到古镇“焕新”
触发海外游子的乡愁“共振”
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和赤坎华侨古

镇，是外界认识江门华侨历史、华侨文化和华侨
精神的重要窗口。在这里，归家的海外游子总
能触发乡愁“共振”，唤起共同记忆。

博物馆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汇集地。近
年来，江门高水平推进博物馆升级，建成了目前
国内最大、以最新学术视角解读华侨历史的主题
展览馆——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以下简称

“侨博馆”），为广大海外侨胞通过波澜壮阔的华
侨历史文化寻找精神根脉提供了重要平台。

侨博馆聚焦“根、魂、梦”主线，馆藏华侨实
物4万多件（套），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五邑华侨华
人艰难而辉煌的创业史和深沉浓厚的爱国爱乡
之情。

自2023年初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侨博馆累
计吸引超230万人次参观，举办了音乐、学术、舞
剧、展览等多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今年1月1
日，“字典中的国际视野”邝其照专题展在侨博
馆开展。邝其照是台山人，近代中国从事英语
教育的先驱者。其外玄孙黄植良实现了自己

“在先祖家乡为其办一次展览”的愿望，他感慨
地说：“我虽然不是在这里出生，但我觉得这里
就是我的家。”

开平赤坎华侨古镇是海外侨胞心中最具象
的“根”。这里依水而兴、因侨而盛，有370多年
开埠历史，绵延3公里的600多座骑楼，岭南、南
洋、中东、欧洲风格建筑各美其美，独特的华侨
文化和家族管理体系铸就了商埠的繁华盛景，
延续了百年的关族、司徒氏两大家族良性竞争
故事美谈闻名遐迩。从建筑到故事，小镇都承
载着无数华侨华人的乡愁与记忆。

近年来，江门对赤坎华侨古镇进行整体保
护与活化利用。项目于2023年1月顺利开门迎
客，两年半来不断丰富侨味风情，升级文旅体
验，累计吸引超700万海内外游客前来，成为江
门“顶流”景区，更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大湾区发展成就的新载体。

2023年5月，参加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
大会的数百名侨胞嘉宾走进赤坎华侨古镇，中

西元素交融的骑楼建筑群不但冲击着他们的视
觉感官，也激荡着他们内心的乡愁。当时78岁
的马来西亚华人林少山说：“看到它们，我想起
小时候的生活。”印尼华侨徐国强则表示，很庆
幸国家如此大力保护传统建筑、发展传统文化；
只有国家富强了，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力度才会
这么大。

从街区活化到码头重生
构建根脉延伸的多元图景

侨乡的街区、民居、码头里，隐藏着曾经的
繁华喧嚣和烟火生活。近年来，我市系统加强
对骑楼街区、名人故居、码头侨房等建筑文化资
源的挖掘展示、保护传承，着力构建海外游子根
脉延伸的多元图景。

位于蓬江区的启明里拥有百年华侨古屋
100多栋，是江门13个百年华侨古村中保存最
完整、规模最大的华侨村，也是江门城市发展的
起源点所在区域。

让城市留下记忆，以文旅赋能城市更新。
近年来，在上级指导下，蓬江区坚持“民生为先、
修旧如旧、活化利用、记住乡愁”的理念，通过

“绣花”“织补”“微改造”等渐进方式推进启明里
旅游休闲街区建设。

在保护好原有文化遗产和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的基础上，启明里科学融入现代商业和
流行文化元素，实现了人文、商业、旅游、休闲、
产业聚合共生。据统计，2024年，启明里旅游休
闲街区接待游客约93万人次，并于2025年3月
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

启明里的成功活化，是江门以文旅赋能城
市更新的重要实践。

在乡村，田野里的侨乡建筑也在持续发生
蝶变。

在台山市台城街道泡步村，有一幢建于1922
年的华侨建筑——翘庐。其由台山籍旅缅甸华
侨、建筑设计师朱锦翘精心打造，后因朱家后人

相继离乡而逐渐荒废。2024年，经当地政府、朱
氏后人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它以“翘庐1922”民
宿的身份重新焕发光彩。生活在国外的朱氏后
人特意赶回来并表示，翘庐的重生不仅凝聚了家
族的情感，也拉近了他们与家乡之间的距离。

除此之外，从梁启超故居到司徒美堂故居，
从“玄潭原舍”到“侨乡故事”，江门各地依托当
地名人故居、侨房侨校等进行保护活化，承担起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旅休闲空间等新功能。

码头承载着华侨出海的集体记忆。位于新
会区沙堆镇的梅阁码头，由新会籍华侨于1929
年前后捐资建设，曾是当地侨民往返海外的重
要交通枢纽，后沉寂破败。2022年，我市有关部
门凝聚海内外力量对码头进行修缮，并于一年
后完工。“这里是周围乡亲漂洋过海打工的第一
步，也是他们上岸回到家乡的地方，梅阁码头旧
址在海内外乡亲心中有很重要的位置。”梅阁村
乡亲联谊会的一位老人家说，码头重获新生，守
护了大家的集体记忆。

从祠堂修缮到族谱梳理
筑牢侨胞的根脉纽带

“这次带他们回来认祖归宗，就是要让后辈
记住根在哪里。”今年6月，江门恩平籍侨胞、新
加坡恩平会馆会长张权发带领家族成员回到恩
平寻根时说。

叶落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近年来，
越来越多祖籍江门的侨胞回乡寻根问祖，从政要
名人到民间人士，从白发老人到稚气少年，从华
人模样到洋人面孔，他们或是回应自己内心召
唤，或是为圆父辈一纸遗愿，纷纷跨洋而来。

侨胞寻根，寻的是血脉和精神。祠堂和族
谱，是他们寻找根脉所在、传承家族精神的重要
载体。

祠堂是同姓人祭祀先祖、凝聚共识的地方，
也是一方历史的侧面见证。近年来，侨乡大地
上，或由政府主导，或由家族牵头，祠堂建筑的

保护、修缮、活化行动不断，让这一屋檐下的“根
脉纽带”越发牢固。

“在这座祠堂里，与你们面对面交流，这一
刻对我来说非常珍贵。”2024年3月，在位于蓬
江区环市街道修缮一新的德循林公祠里，屋主
代表、美籍华裔林爱莹回到江门与乡亲们话家
常。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侨建筑一度濒临荒
废，最终在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贤士
的关注和支持下得以重生，并常态化开展文化
交流活动。

通过重修祠堂明晰根之所在、重焕文化之
光的实践还有很多，从开平风采堂到恩平復春
冯公祠，再到台山下川海岛上的赵氏宗祠和昂
甫赵公祠等，这些修缮后的祠堂，有力密切了海
内外侨胞的联系，传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

族谱既是家族的拓荒史、发展史，更是一部
侨乡文明传承史，在侨胞寻根时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2024年5月，江门新会籍著名爱国华侨、旅
居加拿大的黄祝求先生家族后裔黄子基先生回
到家乡崖门镇黄冲村寻根祭祖，当收到父老乡亲
送他的一套《黄冲族谱》后，他感慨地说：“这本书
记载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家乡和根脉的故事。”同
年10月，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洋面孔”雷氏一
族跨越7000多公里回江门台山大江镇和乐村寻
根，正是通过对照族谱而取得了重大进展。

政府层面，江门近年来积极搭建工作网、宣
传网、数字网助力海外侨胞寻根，其中围绕族谱
工作加强梳理整合力度，积极探索开发的“侨都
根源”小程序，收集了300多部族谱、1000多条
家风家训、1万多条村情数据，打造起集族谱、家
风、乡情于一体的侨乡特色资源库，为海外侨胞
寻根按下了“加速键”。

打造精神根脉地标，系统性保护活化侨乡
建筑，深耕祠堂文化、族谱工作……侨乡江门将
继续用心用情守护根脉，让“根”的故事在新时
代持续焕发新生。

保护活化侨乡建筑
守护侨胞精神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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