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在梅江区江北老城，
一条条古街记录历史的烟云，
一处处古朴建筑见证革命的
烽火。梅城战役、孔庙（梅 州
学 宫）、金山顶以及修缮布展
一新的朱云卿故居……可以
说，梅江的老城一直流动着红
色的血脉。

从老城向长沙和西阳镇走，
长沙下罗村的陈公坪是革命据
点，有红四军的营房、医院、兵
工厂、印刷厂。西阳明山村明
山嶂是粤东最早建立的革命根
据地之一，梅埔丰革命根据地
中心区域，早期梅州地区工农
武装斗争的摇篮；明山板盖坑
曾建立了梅州最早的区级苏维
埃政权——梅埔丰边铜山苏维
埃政府。可见，梅江的乡村一
直彰显革命的色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
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梅
江区成为梅州地区、闽粤赣边
区革命斗争活动的中心，留下
许多宝贵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和
重要革命遗址。据统计，梅江
区经过深入挖掘发现的红色资
源共有100处，通过市级以上认
定的有46处，主要集中在“一城
两翼”，即梅城和西阳镇、长沙
镇等地。

如何发掘、保护和利用丰富
的红色资源，激活苏区振兴发
展的动力？近年来，梅江区在
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
了《红色梅江“一城两翼”“双一
十百千”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开
发项目规划实施方案》，高规格
打造一个红四军攻打梅城战役
公园（红军公园）和一个红色主
题广场；并结合“一城两翼”分
布情况和红色资源现有状况，
科学选定打造10大革命教育基
地，挖掘保护 100 个旧址遗址，
收集整理1000名梅江革命中历
史人物史料，全风貌展示梅江
红色文化。

“开展革命遗址普查，建立
名录，把革命遗址保护纳入城
乡建设规划；将红色资源保护
开发利用融入乡村振兴、生态
旅游和老城改造，为加快‘诗画
梅江、文明客都’建设注入强劲
的红色动力。”这是梅江区发掘
红色资源、展示红色文化、弘扬
红色精神，加快老区苏区振兴

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随着“一城两翼”“双一十

百千”的推进，朱云卿故居和朱
云卿事迹陈列室修缮布展，成
为干部群众学习党史、革命史，
接受革命教育的重要基地；梅
州学宫修缮一新，既是文化重
地更能让群众重温红四军攻打
梅城时朱德在此宣讲的革命历
史；金山顶修旧如旧，是梅城战
役的主要历史遗存，更是华南
教育历史研学基地。长沙镇长
沙革命纪念园、陈公坪苏维埃
政府旧址群，三角镇侨琳公祠、
叶浩秀烈士故居，城北镇唐润
元烈士故居，西阳镇北联“红色
村”、明山村梅埔丰根据地（明
山嶂）革命史料陈列室、红军驿
道、红军夜校、苏维埃主题公园
等红色遗址得到保护、开发和
利用。

“我们要把梅江苏区的红色
印记融入到波澜壮阔的百年党
史之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生
动活泼、务实有效，要重视历
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借鉴
历史，从过去的实践中铭记初
心，从当代的实际中保持清醒，
从未来的蓝图中坚定信心。”梅
江区正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因
地制宜开展现场教学，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聚焦“小切口”服务“大民
生”，以实施为民服务“33110”
工作法、“双报到、双服务”活动
为抓手，在各街道、乡镇推进

“五小园”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三大“百日攻坚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梅江区的实
施为民服务“33110”工作法，即
每个村（社区）为群众办理 3件
实事、每个村（社区）的干部为
群众办理3件实事、每个村（居）
民小组为群众办理 1 件“微实
事”、镇党委集中力量办理群众
反映强烈的10件实事，2020年
累计办理民生微实事 3500 多
件，成为梅州基层转作风、敢担
当、勇实践的“范式”；而“五小
园”建设则利用闲置边角土地
建设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
小公园、小停车场，目前建成或
者正在实施的共270多个，进一
步优化提升了城乡人居环境、
解决了群众身边的问题，得到
群众的一致好评。

“文脉”是一个城市的灵
魂。2020年 10月，习近平总书
记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保护好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
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1994年梅州获评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而梅江区的“一城
两坊”是梅州迄今保存最典型、
最聚集、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
护区之一。“一城两坊”（即嘉应
古城、攀桂坊、望杏坊）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内有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16处，不可移动文物22
处，名街古巷30多条，其中凌风
东、西路历史文化街区入选第二
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是梅州
首个上榜的历史文化街区。

“千年嘉应情、诗画梅江
梦”。2017 年 8 月，梅江区以

“挖掘古城厚重历史，重现老街
文化风貌”为目标，启动了江北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升级项目，
分阶段实施了凌风路、泰康路、
中山路和油罗街修缮工程，修
复房屋外立面，整理“蜘蛛网”，
统一店招风格，完善基础设施，
做到“面子”美观、“里子”宜
居。经过4年的持续努力，江北
历史文化街区于2021年 4月完
成升级改造。

2021年，梅江区将“一城两
坊”保护开发利用列入区“十四
五”规划，以“振兴历史文化街
区，焕发老街新活力，擦亮历史
文化名城品牌”为目标，坚持

“党建引领、规划先行、分步实
施”的原则，全力推进“规划设
计、环境整治、修缮保护、文化
挖掘、招商运营”五个重点。

嘉应古城项目，在保留沿
街中西合璧建筑特点的基础
上，对历史街区骑楼进行外立
面修缮、店招规范、管线收纳
等，目前完成 11条主要街道提
升改造。活化古建筑，实施“八
角亭”修缮保护项目，征拆周边
建筑，配套建设“元城广场”，重
现梅州学子祥瑞建筑、梅县第
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的历史风

貌；重建损毁的古建筑，“望杏
坊”牌坊于 2021 年 4 月重建落
成。改造旧设施，结合创文、巩
卫、“两美”行动，集中力量彻底
整治老旧基础设施和“脏乱差”
区域，重新对老街供排水管网
进行改造，对街区范围内 11座
公厕进行升级改造。盘活老店
铺，发挥梅江控股投资融资、产
业培育的优势，以公产房为切
入口，引进老字号商铺、传统民
俗工艺品等商家入驻，加快老
城经济业态转型。

攀桂坊项目，围绕“一河一
路四口塘”，将攀桂坊的人文资
源串珠成链、连线成片，打造成
多元一体的文化旅游片区。目
前，“十里梅花”长廊已完成东
山书院至客家博物馆段样板工
程建设，郊野段施工加快推进，

“耕读书简”“时光隧道”和“河
光 夜 色 ”等 节 点 引 起 热 烈 反
响。以东山桥路为轴修缮名人
名居，在做好黄遵宪故居修缮
保护的同时，对杨问渠故居资
政第、华侨联谊楼、椿荫堂私塾
馀居、黄药眠故居、杨绍穆故居
中将第等进行修缮改造，同步
开展资料收集和布展设计工
作，打造名人名居文化节点。
重点对核心区范围内的小溪唇
社区 4口水塘周边区域以及黄

遵宪故居，实施污水治理、路面
修复、管线落地、栈道连塘、立
面改造等工程，装饰美化东山
桥路沿线堤坝。

“望杏坊位于西郊街道。
我们成立了望杏坊提升改造项
目临时党支部，发挥党员的示
范作用，取得群众支持，带动热
心群众开展入户调查、史料挖
掘和修缮保护工作，并将每处
名人故居制作成海报和视频，
目前已经推出了 76 期海报、4
期视频，视频号开通13天，点击
浏览量就达 7万人次。”西郊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林醒玉介绍，
从2021年 4月起每天对望杏坊
范围内的古建筑、古民居、历史
人 物 进 行 挖 掘 整 理、宣 传 推
介。据了解，望杏坊项目围绕

“名人名居四口塘、一街一巷三
院落”进行改造开发，打造既有
古代士大夫生活情趣，又有现
代客家风情的文化旅游高地，
项目现已进入国家重大项目
库 ，完 成 项 目 规 划 设 计 招 投
标。当前，重点在“塘、地、楼、
房、沟、线”六方面开展工作。
其中，鹤和楼、醉经楼、司马第、
太史第等名居的修缮工作成效
明显，鹤和楼预计8月底完成修
缮、布展工作；朝议第等 4座古
民居正开展自主修缮。

“一城两翼”：
丰富红色资源注入精神动力

“一园多特”：
产业融合提升经济发展活力

红军名将
朱云卿事迹陈
列室

近年来，梅江区积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建
立“总部+基地”“金融+产
业”“研发+基地”“科技服
务+产业园区”等产业协同发
展机制，推动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培育创
新型产业集群。特别是梅州
经济开发区（东升工业园）移
交梅江区管理后，实施园区

“个十百千万”工程，加快园
区提质增效，探索“企业建
园”“点状园区”多产融合发
展的新模式，逐步打造“一园
多特”产业格局。

优化园区平台，东升工业
园区服务中心为企业成立专
班提供“母亲式”服务，协助企
业解决用水、用电、用工等问
题，大力开展“暖企行动”、成
立暖企小组，将国家和省、市
的有关扶持政策和红利送到
企 业 ；推 进 了 罗 乐 大 桥 至
S223 线连接线、罗乐大桥至
开发区一路、园区生活污水中
转站等配套项目，完善园区基
础设施。同时，更加注重“精
筛细选”，通过引进高科技、
高效益、低污染、低能效型的
企业和项目，提升园区发展
质量。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2020 年 11 月，梅江区举
行实体经济项目签约动工系
列活动，集中签约动工总投
资约 111 亿元的 10 个产业项
目，其中就包括国威电子互
联网产业园、东升工业园标
准厂房和配套基础设施（二
期）、梅州市肉类联合加工有
限公司生产线扩建项目，这
些项目的签约动工标志着梅
江区加快智慧园区建设、推
动园区高质量发展又迈出了
崭新的一步。

在 梅 江 区 的 精 心 经 营
下 ，东 升 工 业 园 区 企 业 由
121 家 增 至 134 家 ，规 上 企
业由 30 家增至 52 家，辐射
带动周边 2 万多人就业，目
前形成了以铜箔——覆铜板
——电路板——电子电器产
品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链，
以博敏电子、国威电子、志
浩 电 子 等 企 业 为 龙 头 的 高
端电子信息设备产业链，着
力打造百亿产业集群。今年
梅江区推进园区提升工程，
腾出环保容量、优化投资环
境，让企业能够轻资产入驻，
189 亩的标准厂房首期预计
今年正式招商，同时向上申
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国家
火炬梅州电子电路特色产业
基 地 和 省 级 新 一 代 电 子 信
息产业（电 子 电 路 制 造）特
色产业园。

深耕互联网产业，围绕梅
州市“5311”绿色产业体系，梅
江区推动传统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加速互联网产业
集聚。2020 年 5 月互联网龙
头企业阿里云创新中心落户

梅江，8月金山云广东总部落
户梅江，紧接着由梅江乡贤投
资的飞翔云大数据产业基地
也落户梅江。“三朵云”的先后
选择梅江区，感受到了梅江服
务、看好梅江发展前景。据了
解，“三朵云”的落户不仅对梅
江本土的互联网企业产生了
辐射带动作用，更促进了梅州
市互联网产业“三云两园两中
心”的形成，推动了梅州绿色
经济的发展。梅江区还与京
东集团等联合推出京东京喜

“梅州优品馆”，这是全国首个
正式开馆的“政府优品馆”。
同时，“i 梅江”小程序的上线
运营也促进了梅江区的电商
发展。去年，梅江区完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104.96亿元，
电商成交额 45.79 亿元、比增
27.85%。

梅江区发挥作为梅州市
中心城区的优势，推进产城融
合，发展“总部经济”“飞地经
济”。2020 年，成功引进梅州
中骏世界城、客天下康祺养老
等 8个亿元以上项目；南京盛
尊顺利落户并完成一级建筑
资质迁移，总部经济迈出坚实
步伐。2021年 4月，又一批重
点产业项目成功在梅江区“安
家落户”，辉骏梅江、威华高端
电子材料、乐得鲜中央厨房营
养团餐配送等 6 个项目正式
签约，梅州昭华教育城、佳都·
智慧绿洲、梅州海丝珠宝生态
谷等 19 个省、市重点建设项
目同步推进。据统计，近两年
来，梅江区共签约26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 200 多亿元。同
时，积极创建“广东省全域旅
游示范区”，整体规划建设清
凉山高观音—泮坑景区、西阳
艺术村落，培育一批精品民
宿、乡村客栈，举办“金山圩
日”等活动，形成“旅游经济”

“民宿经济”“城郊经济”“夜间
经济”。2020 年，梅江区全年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07.1 亿
元，规上工业总产值 94.1 亿
元、比增 5.6%；规上工业增加
值23.55亿元、比增6.1%，增速
位居梅州市前列。

筚路蓝缕，百年奋斗路；
乘风破浪，梅江新征程。当
前，梅江区积极抢抓“国务院
3 号文”重大历史机遇，全力
对接“1+N+X”政策体系，梳
理出符合“国务院 3 号文”的
亿元以上项目 114个，计划总
投资 1165.85 亿元，并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继续深化实
施“1158”“1+3+5”“一带三
园四城五基地”思路举措，争
当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全力加快“诗画梅江、
文明客都”建设。梅江区上
下将以红色精神为动力，以
党 建 为 引 领 ，抢 抓 发 展 机
遇，充分发挥“诗画梅江、文
明客都”的生态、资源和人文
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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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梅江担当 体现梅江精神

人文秀区添华彩 诗画梅江谱新篇

梅江河两岸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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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危
健
峰

钟
伟
才

钟
戈

魏
键
华

陈
绮
冰
绮
冰

图/

何
志
林

砥砺奋进，人文秀区诗画梅江，章章出华彩。
近年来，梅州梅江区以党建为引领，攻坚

克难、奋进有为，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城市提
质扩容、加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实事等方面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展现了梅江担当、体
现了梅江精神，“诗画梅江、文明客都”建设高
质量推进。

扬帆起航，革命苏区红色梅江，乘势开
新篇。

站在“十四五”的开端和建党一百周年的
历史新起点，梅州市梅江区赓续革命精神，深
度挖掘“一城两翼”丰富的红色资源，以党史学
习教育振奋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立足文化
底蕴，保护开发“一城两坊”厚重的文化资源，
利用历史文化街区激活嘉应古城生机；打造产
业集聚平台，以“一园多特”带动产业、产城融
合，驱动绿色经济发展。

“一城两坊”：
深厚文化底蕴激活古城魅力

嘉应古城金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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