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3年1月28日 星期六
责编：马壮 美编：吴煌展 校对：王萃

■总策划：冯树盛 ■统筹：新快报记者 张小奋 ■文/图：新快报记者 朱清海（除署名外）

探
访
南
粤

名
村
名
镇 田间地头，番石榴、西红柿、蔬菜进入收获季；水产市场，游客带着刚上岸的鱼、虾、蟹、贝，来到附近饭店加工

尝鲜；出海口附近，渔船归来，一群鸟儿从红树林里飞出……走进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港村，在十四涌岸边放
眼望去，水上人家“一家一码头”，和众多渔船一起，形成独特的风景线。在留住“渔舟唱晚”的乡愁记忆的同时，红
港村正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产区变景区、生产变体验、产品变礼品，努力打造富有疍家特色的“梦里水乡”。

蔬果丰收 出海依旧
“红树芭蕉相映缀大地幸福天堂 港

口渔湾同铸就人间美丽乡村”。春节前，

新快报记者来到红港村，一座高大的牌坊

矗立在村口，从牌坊上面的楹联可以发

现，“渔”就是这个村子最浓郁的底色。

红港村作为传统渔村，过去村民以

捕鱼为生，住宅沿河涌而建，渔船停在家

门口。“我 16 岁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出

海打鱼。”在村民何大哥家里，他告诉新

快报记者，以前，他和父母出海一趟，要

在海上待 7 天左右才上岸，吃饭睡觉都

在船上，“很辛苦，打上来的鱼要用盐保

鲜，然后拿到莲花山去卖。”

直到现在，何大哥仍保持着渔民本

色。他有一艘排水量 10多吨的小渔船，

就停泊在他家后面的河涌岸边。每年，

他和妻子驾船出海的时间超过 100 天，

“一年（收入）好的十多万元，不好就两三

万元。”他笑着说，虽然儿子没有子继父

业，但在南沙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除了渔业，蔬果种植也是红港村的

一大产业。在村道旁边的一片菜地里，

一群工人正忙着采摘新鲜的椰菜。“我们

是从中山过来的，早上八点到这里干

活。”王大哥一边将椰菜装袋，一边说，干

一天，他可以挣到五六百元。

在村道另一边的连片果园菜地里，

一条临时铺就的轨道在田间小路上延伸

上百米，住在红港村附近的务工村民，三

三两两分散开来，把摘下来的西红柿放

进箱子，沿着轨道，将一箱箱西红柿送到

村道旁边，等着装车运走。

新春敬老 年味依旧
沿着整洁的村道漫游红港村，回廊、

凉亭、户外雕塑、驿站、公园……一步一

景。记者了解到，在打造南沙精品特色

村庄的过程中，红港村通过设计景观景

点，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同时，升级改

造户外广场，抬升地面、安装景观灯、增

设石卵径，改造渔船停泊码头，提升河涌

两岸景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记者跟着村民何小姐来到她家，发

现她父母不在家，家门却敞开着。“平时就

这样开着。”她笑着说。红港村有敬老的

传统，每年春节前，都会给本村年满55岁

的女性和年满 60 岁的男性派发慰问物

资。“我妈妈今年领了花生油和大米，她去

年第一次领东西，很开心。”她说，村里还

会举办“老人宴”，老人家可喜欢了。

“小时候，每到初一，新垦广场会举

办春节游园活动，很有氛围。”何小姐说，

她印象最深的是，游园活动安排了“套圈

圈”游戏，奖品甚至包括活鸡、活鸭、活

鹅，“只要套中了，就可以带回家。”

如今，春节期间，红港村仍保留了一

些传统习俗。村民会把芹菜、葱、胡萝卜

和带根的生菜洗干净，用红绳绑起来，放

在自家门口、灶台等地方，再放几颗糖果

……“希望孩子勤奋、聪明，日子红红火

火、财源广进、幸福甜蜜。”何小姐解释说。

疍家水乡 宜居宜游
2022年南沙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建好星海音乐小镇、

疍家水乡等 4 条新乡村示范带，带动乡

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红港村的发展

定位是乡村旅游，打造凸显疍家文化特

色的滨海渔村，以出海游、渔村游、休闲

农业观光游三大板块吸引人流、拉动经

济，引导村民发展民宿、渔家乐及海产品

深加工等，以促进产业转型、增加村民收

入为核心，大力实施村居环境提升、文明

乡风培育和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等重点

工程，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

红港村出海游航线规划了从十四涌

西涌口至伶仃岛，坐船全程约4小时，船

上可放网捕鱼，现捕现食，以生猛海鲜、

渔船风光、海天一色、渔舟晚唱为卖点吸

引游客。该项目航线已获批复。为了保

障出海游项目顺利发展，这里还将建设

停车场、游客码头、公共厕所、管理及接

待处等一系列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游

客旅游体验。

在红港村附近，南沙湿地、渔人码

头、海鲜市场、景区、农庄等已形成一定

的生态、休闲旅游品牌。令人期待的是，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域发展，红港

村将从传统农业、渔业逐步转变为生态

观光旅游、岭南水乡文化旅游及服务业

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打造成为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港村：

渔舟唱晚醉乡愁 梦里水乡绘新景

花花：
开展妇女口述历史项目
讲好“浪漫”的红港故事

从小就在渔村中长大的花花，一直

都觉得渔民的生活“普普通通”。后来，

她发现不少人印象中的渔民生活是“浪

漫”的，也有些人不相信在广州还有着世

代出海打渔的渔民。这让她再次认识

到，在广州这样的现代都市中，渔民这一

群体的经历是特别的，是值得被记录下

来，让更多的人认识。

“渔民都特别聪明，有着宝贵的智

慧。”每当花花讲起父母半夜出海打鱼、

渔村孩子长大等故事，她都会感到很自

豪。为此，她和家人收集起村庄的旧物

件，办乡村影像展，办红港故事馆。不仅

让村民们可以重温过去的珍贵回忆，让

新生代认识渔村，同时也向游客展示红

港村的历史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渔

村特别的故事。

“以艇仔为屋，在海上漂泊”的郭银

彩阿姨，“嫁过来后，就跟着出海，做起了

渔民”的高金好阿姨，讲述“四海为家”、

怀念“鱼虾满仓”的吴带娣阿姨，带着游

客体验河涌游、分享渔民渔村故事的郭

焕彩大姐……花花通过努力，开展妇女

口述历史项目，让妇女们唱“主角”，分享

出海经历和渔村生活，再现红港村的发

展历程和风土人情。

人物

■红港村现在仍有渔

民驾船出海打鱼。

（受访者提供）

■村民利用

轨道运送西

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