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碉楼承载着多少
游子的乡情

·航拍江门 A特512019 年 9 月 27 日 / 星期五 /�要闻部主编
责编 郭斌 /�美编 范英兰 /�校对 谢志忠

大大江江门门户户开开启启““海海丝丝””新新航航程程
大江门户，南海明珠江门。

水的通达成就了它的开放。碧海蓝
天任你徜徉， 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起
航，西风东渐在这里登陆。

穿越岁月风烟，江门有浑然天成的
历史质感,“行分南北枕江开， 海外商
船逐队来”, 长堤风貌街上的骑楼充满
异国情调,让人追忆这里昔日繁华热闹
的码头场景。

“凛凛英雄树，巍巍古炮台”，崖门
古炮台巍然矗立于江海之畔，诉说着当
年军民同心守护祖国海疆的往事……

“千篇一律，却又千变万化”，在乡
间如城堡般耸立的开平碉楼， 承载着
“金山客” 们思乡恋土的深情， 五邑一
脉，四海一家。

百年前江门已成为国际货物的吞
吐港。 港口吞吐货物，也输送人才和文
化，轮船将千千万万江门侨民送往海洋
彼岸，缔造了世界移民史的奇迹，也迎
来了新知与思想，并输送到内地，影响
至远。

自古五邑多俊才， 院士路上的 31
尊院士铜像依次延伸，构成了江门在科
学探索领域的不朽丰碑，亦是新中国建
设发展的历史缩影。

星光公园里，明星墙上的 120 个江
门籍影视明星脸谱，见证了江门人在中
国电影百年历程中的贡献。

如今， 有超过 400 万名原籍江门
的华侨散居各国，独一无二的侨乡文化
依然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有着持续的影
响。

江通四海，门迎天下，今日江门正
积极打造珠江西岸新增长极和沿海经
济带江海门户，加快搭建参与大湾区建
设的“四梁八柱”， 全力拥抱粤港澳大
湾区合作新机遇。 潮平
两岸阔，风正一帆
悬， 江门已做
好准备创造
新的辉煌。

作为大江门户，江门气象不凡 鹤山古劳水乡是最具珠江三角洲特点的南国水乡

赤坎古镇距今已有 350 年历史

梅家大院气势壮观，是《让子
弹飞》等多部电影的拍摄景地

台山那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风格苍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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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3 日，高恩高速通车。
对于江门恩平市而言， 这是一个
划时代的突破，自此之后，恩平有
了一条“恩”字号高速公路，结束
了只有沈海高速贯穿境内的历
史。 南北走向的沈海高速开阳段
与东西走向的高恩高速构筑起恩
平新的路网格局。

新的路网格局带来新的发展
机遇。 如今，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农业大市的恩平以此
为契机，乘着高速通车的“东风”，
因地制宜深挖乡村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
及优质农产
品 等 产
业，向宜
居宜 业
宜游生
态示范
城 市 的
目 标 坚
实迈进。

交通基建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翅膀
日益活跃的交通流也带旺了当地的

农业发展。 9 月 6 日 -8 日，恩平市庆祝
“2019 中国农民丰收节”———恩平冯如
文化·濑粉美食节暨富硒健康产业推介
会在牛江镇举行。 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
及农产品展示，让人目不暇给。 据悉，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恩平市农业部门
把产业兴旺作为重中之重， 把农业绿色
发展作为重要关切点， 把促进农民增收
作为中心工作。

自去年以来， 恩平市便以建设广东
省恩平市丝苗米产业园为抓手， 积极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并以簕菜、生
猪为主导产业申报创建江门市级农业产
业园，通过科学规划，该市形成“一镇一
业、一乡一品”的格局。

目前，恩平创建了沙湖、牛江等镇
22 .5 万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 牛江 、
良西镇 4 万亩冬种马铃薯高产区 ，恩
城 、圣堂 、君堂等镇 （ 街 ）3 万亩香大
蕉和 3 万亩蔬菜种植区 ，东成 、君堂
等镇生猪养殖区 ，沙湖、良西等镇禽
类养殖区，横陂镇特种水产养殖区。 仅
去年， 该市打造了无公害农产品 1 个、
绿色食品 1 个、有机食品 1 个、省名牌
产品 1 个。

而在今年 6 月， 恩平首个省级农
业产业园———恩平市丝苗米产业园核
心区在牛江镇举行奠基仪式。 产业园
核心区将集大米深加工、仓储、科研和
办公区域等众多功能场所于一体 ，力
争在 2021 年建成并投入加工生产。 据
悉 ， 目前产业园已进驻农业企业 16
家，产业园大米年加工能力在 10 万吨

左右， 大米加工转化
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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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古称“恩州”，是南粤千年
古邑， 广东省建县时间最长的 20 个
县之一，是“中国航空之父”冯如故
里，旅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人口
众多、分布全球。 恩平一半是山区，一
半是丘陵，全境北宽南窄，地势较高，
森林覆盖率 47.05%， 建设有七星坑
省级自然保护区、 君子山自然保护
区、镇海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三大自
然保护区，另有 11 个森林公园。 作为
农业大市，恩平全市基本形成了“一
镇一业、一乡一品”的格局，盛产大
米、簕菜、濑粉等特色农产品及食品。

如此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的城
市， 多年以来却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 经济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众较为落后。 最主要的症结，就是

“路不通”。 地处珠三角与粤西地区
的交汇处，原本是交通要冲的恩平，长
期以来交通基础建设落后。在 2012 年
12 月出版的《恩平交通志》有着这样
一段文字记载：“1978 年，恩平全县公
路的总里程有 545 公里。 ”改革开放
初期，恩平还没有高速公路；2003 年
9 月，沈海高速开阳段建成通车，恩平
高速公路“零的历史”才被改写。

路通财通，这是一个被无数实践
证明了的真理。 近年来，恩平市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飞跃，使得恩平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今天改变
了交通落后的局面。

去年 7 月 1 日， 江湛铁路顺利投
入运营， 具有恩平地方文化特色的恩
平站同步投入使用， 结束了恩平市不

通铁路的历史。 一条铁路迅速拉近了
恩平市与珠三角核心城市的距离，使恩
平市承接广佛莞深等大城市产业转移、
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落户更加便利。

公路网络构建实现互联互通的
重大飞跃。“高恩高速开通后， 从阳
江去往佛山高明区、三水区，或从云
浮罗定市去往恩平市、开平市，行程
都缩短了 30 分钟左右。 ” 广东高恩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田胜说。
高恩高速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最西
边的高速公路， 高恩高速顺利通车，
让恩平到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更加
便捷。 此外，中开高速、开春高速全
线施工，沈海高速开阳段改扩建工程
正在建设，斗恩高速规划研究加紧推
进……到 2020 年后， 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将提升至 97 公里。
而在内部交通方面， 近年来，恩

平市不断优化城乡客运线路，打通城
乡一体公路交通网络， 营造城区、圩
镇、乡村之间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环
境。 乡道、县道、“四好农村路”建设
多点开花，将乡村、景区与交通“大
动脉”相连，为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区域协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18
年年底， 恩平市完成了所有行政村
“村村通班车 ” 的窄路拓宽工程 。
2019 年，恩平计划整治“畅返不畅”
路段 11.541 公里、“四好农村路”通
200 人以上自然村路面硬底化或改
造建设 42.534 公里。 这些工程建成
后， 将有效改善恩平乡村人居环境，
是惠及广大乡村群众的民生工程。

恩平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内，致力打造大
湾区生态之城，日渐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
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恩平拥有
森林小镇、富硒小镇、温泉小镇等一系列特
色鲜明的旅游小镇， 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
……极力打造旅游品牌，已成为旅游业发展
的新共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恩平乡村旅游业
发展取得累累硕果，东成镇泉林户外体育小
镇入选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库，那吉镇和圣堂
镇水塘村、君堂镇黎塘村被评为江门市乡村
旅游示范镇(村)。 各种特色节庆活动掀起乡
村旅游新高潮，恩平温泉欢乐节已连续举办
16 届，簕菜文化美食节、牛江冯如文化暨濑
粉美食节、 良西四薯美食节、 大田菜心节、
那吉大番薯腊鸭鱼仔节等乡土特色旅游节
庆活动也已连续多年举办，特色节庆活动成
为旅游行业引流、 打造知名度的“常规武
器”。2018 年，恩平接待游客 705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 46.7 亿元 ， 分别增长 12%和
20.5%。

据悉 ，恩平市出台了《江门市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要加快连片
乡村旅游示范建设，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 ，充分发挥省、市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工
程辐射带动作用 ，以田园综合体 、精品民
宿、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为重点，加快农旅
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连片发
展。

恩平市旅游部门相关人士表示， 在省、
市政策的支持下，恩平将牢牢把握发展乡村
旅游的大好机遇， 以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加强华侨建筑、传统村落、革命遗址等
乡村旅游资源的保护及活化利用，大力推进

“醉美江门 100 村”工程，继续完善获评为
江门市乡村旅游示范镇和示范村的配套
设施建设，加快“四好农村路”示范路
建设，推进良西连片乡村旅游开发
区建设，打造乡村旅游连片开发
示范区。 积极谋划好牛江冯如
文化、 君堂黎塘碉楼文化、圣
堂水塘红色文化 3 条精品旅
游线路， 以及 15 个乡村振
兴示范点建设，因地制宜发
展乡村游， 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

交通大发展 高速里程将达 97 公里

资源活化
生态之城打造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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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