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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党建进村、美村行动，工业区提升
改造也是九江镇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又一亮
点。 位于九江镇上东社区东福路段旁，东接
大谷社区，西与九江城区接壤，毗邻 325 国
道、佛开高速公路的上东工业区工业园就是
一个范例。

该工业园占地面积 52.4 亩， 土地大部
分为九江镇上东经济联合社的集体建设用
地。 以前，园区内的建筑多为单层低矮简易
厂房， 原有的 10 多家小型企业， 大多是能
耗大、产值低、污染大的企业。

围绕区委区政府“升级工业园、建设新
都市、发展新经济”主题，九江镇积极抢抓
新一轮深化“三旧”改造综合试点机遇，以
上东工业区为试点， 创新镇村联合开发模
式，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工改工”示
范项目。

项目采用九江镇公有资产管理办与上
东经联社联合开发的模式， 镇村以 51%：
49%的比例成立项目公司，村以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出让金（出让 50 年使用
权）注资，镇公资办按股份占比以现金注资。
项目总投资约 6500 万元， 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兴建标准化的多层厂房、农贸市
场、公寓等，将持续引入高产值低能耗少污
染的成长型企业，项目工程正在全面建设阶
段，计划 2018 年 8 月全面竣工。

建成后预计首年租金收入约 500 万元，
为现时租金收入的 5 倍多，将大幅提高村集
体的经济收入， 有效改善园区及周边环境，
消除安全生产和消防隐患，实现镇、村、社、
企多方共赢。

基层治理的有力措施，也助推九江镇社
会经济、民生事业的全方位发展。 九江镇连
续多年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榜”七十位
左右。

凸显善治生态品牌优势
南海九江乡村振兴开启新篇章

在九江镇的烟南村里，有
很多人家门口高挂着“党员之
家”的牌子。让人忍不住一探究
竟，原来，挂牌是烟南“党员亮
灯”活动的要求之一，即每个党
员家庭挂牌“党员之家”，主动
亮出身份发挥党员表率作用，
便于群众监督， 也便于群众直
接找到党员反映问题。

烟南村是九江镇乃至南海
区推行“驻点联系 + 党员户联
系 + 网格化”加强基层党建工
作的代表。 该村总面积 3.4 平
方公里，辖下 8 个经济社，常住
人口 6000 多人，养殖业是这里
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 2014 年
9 月起，九江镇创新推行了“户
联系”党建工作。烟南驻点团队
以“古村活化”为切入点，推进
区域化大党建工作， 促进基层
善治发展。

随着“驻点联系 + 党员户
联系 + 网格化”工作的不断深
入，烟南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往让村民们头疼的事情也正
在一一解决。比如，因靠烟南涌
而居， 烟南村近些年备受环境
污染的困扰， 特别是河涌水质
逐渐变差， 直接影响了村民生

计。 由于涉及镇与镇之间跨区
域的水务问题， 这个问题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得到解决。

党员驻点团队开展驻点工
作后， 接到村民反映该问题
后， 迅速走访调查和研究，并
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经过驻点
团队近两年的沟通协调， 九江
镇班子联席会议讨论， 并将问
题提交区协调解决。 最终，形
成了由西樵镇通过科学调配新
田和儒溪两个节制闸， 定期开
闸为烟南涌引入活水的解决办
法。 困扰烟南村多年的水环境
污染老大难问题终于得以解
决， 也大大推动了当地养殖业
的发展。

类似这样的事情， 驻点党
员们还帮群众解决了很多。 烟
南驻点团队还推动了“430”学
堂、古村导赏等志愿服务，并联
合村党委挖掘、 整理历史名人
事迹，打造“正道文化”阵地。

据介绍， 在帮助群众解决
问题方面， 驻点团队有着规范
的流程。 按照 1 天录入受理，5
天内初步回复，15 天基本办结
的刚性执行制度，耐心、高效地
为群众去解决问题。

进入和烟南村一水之隔烟桥
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口的百年
古榕“榕祖公”，一树成林，那种大自
然的奇怪让人叹为观止；“烟桥”静
静地立在河面上， 它不仅是一道亮
丽风景，还是村内外沟通的主道；村
内的古迹随处可见， 处处都在彰显
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九江镇烟桥村， 是珠三角地区保存
最完整的岭南风格古村落之一。

烟桥村位于九江镇西北端、龙高
路的中段侧， 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
村、广东省古村落，荣获“发现·2013
中国最美村镇传承奖”，2015 年更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列入“佛山市
首批特色古村宜居示范与活化升级”
项目之一， 并入选 2017 年中央财政
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成为佛
山唯一获此殊荣的村。 这得益于烟桥

古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厚重的历史底
蕴以及浓郁的人文气息，更得益于该
镇在保护村落形态、 挖潜历史价值、
打造美丽乡村上的不遗余力。

从 2012 年至今，烟桥古村建设
累计投入超过 3000 多万元，聘请专
业机构编制古村保护规划，开展古村
旅游开发商业策划，启动烟桥村活化
升级工程， 建设烟桥古牌坊、 村史
馆、图书馆、乡贤馆等，古化装饰烟
桥正道和修缮兰桂坊，全面修缮村内
古建筑群。 同时，开展环境美化大行
动，启动环村水道修复工程，全面优
化古村落内部设施等。在这一系列的
努力之后，烟桥岭南水乡古韵更加凸
显，有效地带动了该村文旅产业的发
展，近几年游客数量逐步大增。

在政府大力推动的同时， 民间
力量也很积极。 在镇村的积极宣传

和推动下， 村民们也积极参与到古
村原有风貌的守护工作中。

不仅在村容村貌上进行活化保
护， 九江镇还在挖潜古村落历史文
化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 如，通过正
衣冠、行烟桥正道等成人礼仪式，打
造“正道成人礼”品牌活动；收集烟
桥村历史上“郡国乡贤”、“岭南画派
大师”、“教育先进工作者”等名人故
事，组织编写出版《烟桥史话》；挖掘
村民身边的先进典型，开展“道德讲
堂”巡回宣讲，推动形成奋发向上、
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 九江镇的烟南、海
寿、水南、下东、璜矶也是美丽文明
村居建设的示范。如，海寿岛（村）素
有“南海小蓬莱”之称，是西江上的
一个江心岛，岛上拥有“鸡鸣深树、
牛卧草坡”的田园牧歌风光。

驻点联系促进基层善治

乡村振兴迎来新篇章

村居环境和集体收入双升级

党建引领

美村行动

工业园提升

无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
推进全国特色小镇建设，一个坚强
的领导核心是推进工作的根本保
障。 为此，西樵以党建统领全局，提
升乡村治理新格局。

2013 年起，上金瓯社区党委在
下属各经济社设立党支部，8 条自
然村连片管理设立党总支，社区党
委委员兼任自然村的党总支书记。
党的话语权确立起来了，村民的认
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只
顾分红到后来知道要和谐发展，村
民之间的矛盾明显少了，古村保育
的意识普遍都提升了。 ”如今，上金
瓯居委会对下属村居土地收益进
行统筹，利益共享，以松塘村为核
心带动周边村落发展， 西乡村、文
政村等自然村配套设施也慢慢跟
上了脚步。

不止是上金瓯社区， 党的核心
领导地位给基层带来的变化立竿
见影。 在简村社区，当地党委结合
陈启沅、冼玉清等名人典故，推进
核心价值观公园、简村村史馆等项
目建设， 提升村容村貌和民风建
设；在西樵山南麓的儒溪村，驻点
团队和村委会联合对基边村口的
基耕路进行加装护栏改造，曾经的
“一车道”变成了如今的“三车道”，
加强村民出行安全， 消除安全隐
患。 当地村委会更乘此东风修缮了
基边至烟南村的基耕路。

党建统领全局， 让西樵的岭南
古村保育落活化事半功倍。 如今，随
着乡村的肌理得到恢复， 西樵山上
下更散发出古色 古 香 的 岭 南韵
味———这正是西樵“乡村振兴”和

“国字号”特色小镇要达到的共同目
标。 西樵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西樵的“乡村振兴”和国家特色
小镇创建要“珠联璧合”，通过软硬
件的打造让西樵既有“颜值” 更有
“气质”，打造岭南文化旅游高地。

荩九江烟桥村布局整齐
茛九江镇江滨沿岸

（图片由九江镇
委宣传文体办提供）

乡村振兴扎实探索
特色小镇“珠联璧合”

“松蟠朱顶鹤， 塘跃锦鳞
鱼”，穿过 1982 年由松塘村民
重修、 革命志士区梦觉题写旧
门联的“松塘第一门”，沿着大
月池、 小月池湖畔细细品味，
古朴大方的区氏宗祠、 精美绝
伦的镬耳大屋常常让游客们流
连忘返。 这个拥有着 800 年历
史的上金瓯松塘村， 村民自发
进行古村落保育，留住“乡愁”
和记忆， 堪称乡村振兴战略的
“西樵样板”。

据上金瓯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主任陆祖桥介绍， 松塘村
自宋代开村以来， 村中格局规
划有法，名人辈出，是远近闻名
的“翰林村”。 然而，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 近千年的村中格局
也面临着时代的冲击。“传统建
筑越拆越少， 年轻的村民有了
房子，‘乡愁’却无处安放。 ”

松塘村的变化引起了区振
作、 区子广等老一辈村民的反
思。 2008 年起，以重修孔圣庙
为契机， 村民自发成立翰林文
化协会。 2011 年，翰林文化协
会恢复举办“孔子诞”，传统民
俗的复兴受到村民一致好评。
社区居委会“趁热打铁”，与村
民订立《西樵镇松塘村村规民
约》，“经表决， 有 98%的村民
都赞成对古村落进行保育。 ”

村民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推
动古村活化保育的强大动力。
为了保证古村的统一规划，社
区居委会先后委托中山大学旅
游研究所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编制了《松塘翰林
文化村旅游开发规划》 和《西
樵镇松塘村名村建设规划》，

并以政府主导统筹推进古村保
育开发， 在基础设施、 旅游设
施、生态保护、古迹修缮、文化
整合等方面开展大量保育工
作。 民房的马赛克瓷片逐渐消
失了， 建筑又恢复成了岭南特
色的镬耳大屋； 水泥路重新铺
上了青石板， 翰林门等老建筑
也一一复建。此外，正月初四出
色、六月廿四关帝诞、八月十五
烧番塔等民俗回来了， 孔子诞
也升级为“翰林文化节”。 接下
来， 上金瓯社区将通过美丽文
明村居建设、接通排污管网、充
实文化景点内涵、 引入建设黄
飞鸿文武学校等举措， 推进松
塘村文化乡村、宜居乡村建设、
推动民宿发展， 将松塘村打造
成为市、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示范村。今年 6 月，中央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
主任、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到松塘村进行调研时， 对松塘
人在振兴乡村实践中所表现出
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表示
赞赏。

古色古香的村貌和传统热
闹的民俗让松塘村顿时人气爆
棚。 据估算，近几年，松塘村年
均接待游客数达 30 余万人次，
仅每年翰林文化节就接待游客
近万人。松塘村也先后荣获“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广东十大
最美古村落”等殊荣，登陆央视
《记住乡愁》系列。 2015 年 12
月， 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
部） 部长雒树刚参观上金瓯松
塘村时也忍不住点赞，“我来到
了松塘，看见了文化，感受到自
觉，记住了乡愁”。

松塘村的保育成果，正是西樵镇
在乡村振兴领域长期的探索写照 。
2017 年， 西樵镇获批入选第二批国
家级特色小镇名单， 以建设国家旅
游文化产品集聚示范区和岭南文化
特色国际旅游目的地为总体定位，
西樵镇肩负起传承岭南文化的重
任 ，利用“国字号 ”特色小镇带来的
发展机遇，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
独特发展道路。

“岭南文化底蕴和生态环境是西
樵的优势”， 西樵镇党委书记黄颂华
接受采访时表示，西樵拥有得天独厚
的文旅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源，充分挖
掘理学、武术、龙舟、南狮、观音、桑基
鱼塘文化等岭南文化资源。 如今，西
樵山上启动碧云片区改造、山南停车
楼建设、 完善山上游客服务配套，提

升山中景点和登山步道、保护双肩石
器遗址打造石器遗址公园，“黄飞鸿”
狮王争霸赛、翰林文化节、大仙诞文
化节热闹非凡；山下则通过听音湖公
园、宋城西樵山岭南千古情、国艺影
视城、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百年古
村民宿开发等工作，加强文旅体验元
素。 其中，对于围绕西樵山的 7 条岭
南古村以及山下遍布的松塘村、简村
等岭南古村落， 计划在保育的基础
上， 将这些古村打造集精品民宿、特
色餐饮、文化创意为一体的岭南民俗
风情最佳体验地。

古村落的活化保育正是特色小
镇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结合点。 借势于
西樵山文旅资源的“蝶变”，各村居在
乡村振兴中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发展态势： 岭西村利用黄飞鸿、黄

君璧的“名人效应”，树立“文武岭西”
名片，打造“黄飞鸿拜师礼”、“背着画
伴游岭西”等旅游文化品牌；简村和
百西村头村恢复传统民俗，融合美丽
文明村居工作提升村容村风，如今挂
上了“省历史文化名村”的牌子；整合
西樵山和山南桑基鱼塘资源，创建广
东佛山国家生态公园，让“世间少有
美景”得以保护。

今年 3 月，以“岭南文化”为主题
的 2018 西樵山文旅投资推介会在深
圳召开，西樵镇山上碧云片区、古村
活化试点等旅游资源及听音湖片区
和广东佛山国家生态公园等 6 大类
优质文旅项目惊艳亮相。 黄颂华表
示，接下来，西樵将充分发挥“岭南文
化 + 生态环境”的优势，打造成为佛
山乃至广东在岭南文化展示的核心。

“国字号”特色小镇西樵突显“文化 + 生态”优势

乡村振兴也有着“西樵样板”

“珠联璧合”
共塑岭南文旅高地

“晚 来 偶 发 登 临
兴，策杖高凌绝顶头。 尽见

百川归大海， 却疑诸岭在平丘”，
明代士大夫方献夫诗作《登大科峰绝
顶》，将西樵山山势描绘得淋漓尽致。 屹
立在 6000 年历史风尘的潮头，西樵山携
带着周边的古村落孕育出醒狮、武术、桑基
鱼塘等岭南传统文明，“珠江文明的灯塔”实
至名归。

近年来，佛山南海西樵镇“喜事连连”。
2017 年，西樵镇入选第二批全国特色小
镇。 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西
樵镇将力促“国字号”特色小镇和乡

村振兴建设“珠联璧合”，为全
省乡村振兴提供“西樵

经验”。

党建进村，驻
点团队帮助村民办实

事；美村行动，乡村建设迎来
新篇章；工业园改造，大幅提高
村集体的经济收入……近期，从
国家到省到市层面，都掀起了乡村
振兴的热潮。 事实上，佛山南海区
九江镇早已在产业兴旺、 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等方面，开启了一系列的乡
村振兴工作， 目前也取得

了初步成效。

西樵镇上金瓯松塘村（西樵镇供图）

西樵山南麓桑基鱼塘连片（西樵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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