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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村企合作
发展特色种植和加工产业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罗坪
村地处丘陵山区，如何因地制宜推动
产业兴旺，带动村民致富，成了李勤贤
一直思考的问题。

为了选准发展产业，她常常带领村
“两委”干部走访农户，入户征求群众
意见建议，并多次组织召开党员大会、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最终形成与农企
合作发展花卉产业的设想。

2017 年，在前锋镇党委的沟通协
调下，罗坪村引进本地龙头农企，探索

“以企带村、村企互哺、共建共促”的
村企合作共建模式，引导村民以土地
入股、流转等方式参与发财树、花卉种
植及加工项目，盘活自然村常朗村闲
置土地210余亩，建成花卉加工大棚4
万多平方米，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了就业。据统计，目前，罗坪村 600多
户农户中，有近一半参与到发财树种
植项目中，还带动了周边村农户参与
其中。

通过打造发财树、花卉种植及加
工等特色产业品牌，近年来，罗坪村村
民收入明显提升，村民的钱包更鼓
了。2020年，罗坪村52户贫困户全部

脱贫，村民的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9000多元，提升到现在的18000多元。

整治人居环境
打造“网红打卡村”

“现在新修建的道路都通到了家门
口，小公园也建好了，农村环境真是变
化太大了。”每天早上，常朗村村民谭
伯都会来到村口的小公园锻炼身体。
对于近年村里的变化，他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

“这里曾经是养猪场和鸡舍，污水
横流，味道很大，村民经过这里都要加
快脚步。”李勤贤向记者自豪地讲起常
朗村的巨大变化。近年来，常朗村完
成了特色村口门楼、花卉基地广场、停
车场、篮球场、儿童活动区、农村“四
小园”（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小公
园）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集花卉
田园、休闲农业、观光旅游、乡土风情
度假于一体的美丽乡村，成了远近闻
名的“网红打卡村”，周末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游玩。

常朗村的蝶变是罗坪村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据介绍，近年
来，在美丽乡村的建设浪潮中，罗坪村
牵头制定“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目

前罗坪村已打造常朗村、新村 2 个精
品村，7 个自然村被评为“干净整洁
村”、7 个自然村被评为“美丽宜居
村”。罗坪村还获评 2021 年“云浮市
十大美丽乡村”，常朗村被评为“云浮
市精品示范村”。

当好“领头雁”
村民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三
农’工作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好
政策，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好。”李勤
贤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
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报告说到了我们的
心坎上，村民们的心声在报告中都有
所回应。”

“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深感使
命光荣、重任在肩。”李勤贤说，自己将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带回田间地头，让村
里的党员群众学习贯彻落实好大会精
神，“我也将继续当好罗坪村乡村振兴
的‘领头雁’，坚持心系群众的为民情
怀，通过深化村企合作、提升基层治理
效能等，带领村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让村民们共享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见证中马友谊“启航”
建造“红色中国船坞”

1972年 1月 31日，中国与马耳他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在时任总理
多姆·明托夫的鼓励下，我成立了马耳他
中国友好协会。”雷诺·卡莱亚告诉记者，
随后他多次邀请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以及
乒乓球运动员走进马耳他，“我们希望以
文化和体育为桥梁，让更多的马耳他民
众认识中国，从而了解中国是一个友好、
热爱和平的国家。”

谈起马耳他人民最熟悉的中国“标
志”，雷诺·卡莱亚表示，非“红色中国船
坞”莫属。

20世纪 70年代，800多名中国工程
技术人员不远万里奔赴马耳他，在首都
瓦莱塔大港建成了 30 万吨级 6 号干船
坞。这座建成时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技术
水平的船坞，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我们
当 地 人 ，都 称 它 为‘ 红 色 中 国 船 坞 ’
（Red China Dock)。”雷诺·卡莱亚说。

在采访的过程中，雷诺·卡莱亚多次
提到参与这一项目的一位中国工程师。
他告诉记者，1979 年 3月，因发生事故，
中国工程师徐会仲不幸以身殉职，后被追
授代表马耳他最高荣誉的“共和国服务勋
章”，“这也是马耳他首次追授‘共和国服
务勋章’。同年 4月，我受委派，前往上

海，把这枚勋章交到徐会仲的夫人手中。”
在两国建交的50年时间里，中国还

援助马耳他建造了多个重大工程，包括纺
织厂、玻璃厂、糖厂等基础工业。1981年
8月到1986年7月，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又
参与建设了马耳他马尔萨什洛克港口长
约1000米、宽约26米的防波堤工程。

见证中马友谊“启航”的“红色中国
船坞”如今依然在运作，它仍在为马耳他
创造可观的就业岗位，马耳他的经济也
从中受益。

2018 年 11 月，在过去 40 余年坚实
合作的基础上，马中两国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政府间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在此框
架内确定了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
科技等多个合作领域。对于中共二十大
报告里提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雷诺·卡莱亚表示，他期待随着

“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与马耳
他会有更多的合作。

“在过去的 50 年里，两国在相互尊
重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而牢固的友好关
系。”雷诺·卡莱亚还特别提到，在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们还收到了由广东
省友协提供的爱心包裹，“这些物资从广
州寄出，辗转送抵瓦莱塔市。这份情谊，
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中国角”引来习主席的回信
文化交融延续两国情谊

雷诺·卡莱亚在采访中提到，随着马
耳他人民对中国的逐步了解，越来越多
的中国文化为马耳他人所熟悉。从
2010年开始，马耳他的圣玛格丽特中学
开设“中国角”，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增
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经过多年发
展，现在的“中国角”不仅为学生提供了
茶道、书法、中医等中国文化讲座，还开
办了各类中国科技文化工作坊和体验活
动，包括中国陶瓷、青铜、造纸术、丝织工
艺等传统科技文化，以及中国高铁、机器
人、传感技术等当代科技成就，深受学生
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马耳他圣玛
格丽特中学正式开设汉语课，这是该国
首次在公立中学开设汉语课。雷诺·卡

莱亚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了今年夏天一封
来自中国的特殊回信：“今年 8月，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马耳他圣玛格丽特
中学‘中国角’师生，鼓励更多马耳他青
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在雷诺·
卡莱亚看来，12 年前开启的这一小小

“中国角”，架设起马中友谊的桥梁，“多
年来，我们也带领马耳他的青少年积极
参与中国组织的各种青少年交流活动。
未来，我们将继续参与其中。”

针灸、推拿等中医诊疗手段，现在在
马耳他也颇受欢迎。雷诺·卡莱亚说：“过
去十年，我们积极推动马中之间友好往
来，促成马耳他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建
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据介绍，2015年5
月，两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并开设中医
学与中国文化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这一硕士学位课程不仅吸引马耳
他本地学生报名，也获得德国、塞尔维
亚、巴西、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留学生的青
睐。”雷诺·卡莱亚表示，2018年 2月，作
为马耳他大学面向社会推出的“系列科
普教育课程”之一，中医本草系列课程开

课，学员涵盖马耳他医疗、生物、金融、体
育等行业的专业人士。

2019 年起，中医课程又正式纳入了
马耳他大学本科专业教育体系。现如
今，中医校际合作项目已经在马耳他大
学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此外，在马耳他，还有中国风筝节、
中国影像节等，马耳他人民通过各种各
样的途径了解着中国。

粤港澳大湾区是重要引擎
马商界将前来了解大湾区

熟悉中国的雷诺·卡莱亚曾多次来
到广东，他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
圳、香港和澳门等城市相当了解和关
注。他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自己多年前在
广东多个海岛及城市参观考察的行程。
雷诺·卡莱亚说：“广东是一个充满活力
与热情的地方，处处充满朝气，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广东，你能感受
到浓厚的商业气息，也能把握到中国强
劲发展的节拍与脉搏。”

在雷诺·卡莱亚看来，广州的商业氛
围、深圳的科技发展以及港澳作为连接
世界的窗口等优势，是粤港澳大湾区为
中国发展带来的新一轮机遇。“过去数十
年间，我也曾多次踏足香港和澳门。
1997 年和 1999 年，中国相继对香港、澳
门恢复行使主权。此后，在中国中央政
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澳门的经济社会
发展焕发出蓬勃生机。特别是近几年，
随着大湾区建设走向深入，香港、澳门与
内地经济的融合变得日益紧密。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中央政府保持香港、澳门长
期繁荣稳定的决心、诚意以及付出的巨
大努力有目共睹。而且，‘一国两制’方
针作为中国的一个创举，也为国际社会
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雷诺·卡莱亚还告诉记者，现在他正
计划着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推动马耳
他商界组团访问粤港澳大湾区，与大湾
区各地的政府部门人员和企业界人士面
对面洽谈，深挖两地合作潜力，推动马耳
他与粤港澳大湾区在更广领域、更深层
次建立务实合作。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曾潇 黄宙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

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

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

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

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云浮市云城区前锋镇罗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勤贤代表——

乡村振兴“领头雁”
带领村民致富奔康

非遗走进校园、青年人爱上粤剧、图书馆开到家门口……

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
文化获得感不断增强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引进龙头农企，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开展环境整
治，实现乡村美丽蝶变；探索健全“微网格+积分制”
工作机制，及时解决群众难题……近年来，作为“领
头雁”，云浮市云城区前锋镇罗坪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李勤贤扎根基层，带领村“两委”班子和村
民团结奋斗，让罗坪村的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
具体提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这令我备受鼓舞、信心倍增。”李勤贤说，
她将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当好罗
坪村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冲锋在前，带领乡亲们
共奔致富路。

李勤贤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广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谭广辉：
“曾经，广彩行业不太景气，这几

年，我切身感受到国家对非遗保护和
传承的重视，行业也得到了复苏，广彩
这门传统技艺有了更好的发展。

尤其是广州非遗街区（永庆坊）的
开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平
台和宣传平台。过去广州很多手艺人
都在深巷里，大家要找他们不容易，现
在有了这个地方，大家都方便了。在
永庆坊，我们的工作室举办了一系列
的体验活动，大家有机会亲身体验广
彩，广彩的市场也得到了拓展，有很多
商家都找我合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今年，广州第二个非遗街区
在北京路开办了，我相信这对非遗保护
与传承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教育部门现在也非常重视
‘非遗进校园’，我也有机会带着广彩技
艺走进很多中小学校，为青少年举办讲
座和体验活动。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我还在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开办了课
程，通过三年校企合作模式培养广彩继
承人，一部分学员毕业后还开办了自己
的工作室。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有机
会接触广彩、爱上广彩，甚至从事广彩
事业，这都是以前没有的新局面。”

粤剧青年戏迷陈辉玲：
“我与粤剧之缘始自 2015 年无意间观看

到的新编粤剧《决战天策府》，这让未曾接触
过粤剧的我深深惊艳于粤剧的美。

随后，我开始购票观看更多不同的粤剧演
出。近几年，我陆续观看了 46 场新编粤剧。
如《白蛇传·情》，主演优美的唱腔和扎实的功
底，以及舞美灯光道具运用上呈现的东方美学
让我深深着迷。此外，我还观看了复排演出的
传统剧目《梁祝》《胡不归》《狸猫换太子》等。

近几年，广东十分重视粤剧的发展，粤剧
电影更是蔚然成风。从《传奇状元伦文叙》

《柳毅奇缘》《睿王与庄妃》到《白蛇传·情》
《刑场上的婚礼》《南越宫词》，多部经典粤剧
被拍成电影。我深深感受到粤剧的表演魅力
和强大的生命力。

曾几何时，粤剧跌入低谷，不少观众远离
粤剧剧场，只剩下中老年观众。但这十年来，
随着粤剧不断创新，以传统内核拥抱青春活
力，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被粤剧吸引，
走进剧场成为戏迷，快乐地追戏。广东还非
常重视在校园推广粤剧，培养越来越多的年
轻观众。7 年来，曾小敏、彭庆华这些粤剧名
家的精湛演技，戏里蕴涵的优秀传统文化等，
都令我和身边的年轻粤剧爱好者为之着迷。

作为观众，令我感受颇深的还有购票上的
便利。记得刚开始追戏时，购买粤剧演出票不
太方便，需要在工作日到现场购买。如今，观
众可选择线上购买，方便管理追戏的行程。”

广州图书馆忠实读者王媌莎：
“我们一家人都是广州图书馆

的忠实读者，除了逛图书馆，我们
还会逛各种博物馆，感觉这些年来
身边的文化场馆越来越多，广州的
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也越来越高。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健 全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根据公开的报
道，截至 2021 年底，广州市实现通
借通还的公共图书馆（分馆）、服
务点、自助图书馆共计 694 个，图
书馆覆盖率为 100%。可以说图书
馆几乎开到家门口了，借书还书
都非常方便。

我的两个孩子最喜欢广州图书
馆南二楼的小樱桃阅读树和小河马
玩具馆。今年这两个馆都重新装修
了，焕然一新，更漂亮也更具亲和力
了。尤其是小河马玩具馆，用故事
结合玩具的形式，让学龄前儿童在
玩耍的同时也能学习。而且不用预
约，现场还会临时开一些故事讲解
活动，非常受小孩子欢迎。

图书馆推出的阅读攀登计划
也让孩子们获益良多，细分 7 个年
龄段的亲子阅读指导，针对孩子阅
读发展特点提供专业建议，培养孩
子良好的阅读习惯。”

羊城晚报
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联合出品

羊城晚报专访马耳他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雷诺·卡莱亚：

中国是一个友好慷慨、热爱和平的国家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在地中海的中心，距离
意大利西西里岛大约 182
公里处，有一个海岛国家
——马耳他。它被誉为“地
中海的心脏”。1972 年中
国与马耳他共和国建立外
交关系，今年正好是建交
50 周年。日前，马耳他总
统维拉和外长博奇发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
周年视频贺词，积极评价马
中关系，期待两国不断拓展
和深化交流与合作。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
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国与
马耳他之间就有这样的一
位老朋友，一直致力于马中
友好往来，他的名字叫作雷
诺·卡莱亚。自 1974 年首
次访华以来，马耳他前旅游
部长、马耳他中国友好协会
主席雷诺·卡莱亚到访中国
不下50次。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瓦莱塔大港的“红色中国船
坞”，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中国对马耳他疫情防控
的援助，雷诺·卡莱亚说，越
来越多马耳他人认识到中
国是一个友好慷慨、热爱和
平的国家。

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
的雷诺·卡莱亚，时刻关注
着中国的变化。在接受采
访时，他特别提到了正在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他祝贺大
会胜利召开，也期待马中两
国在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广州图书馆已成为广州的文化地标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马耳他中国友协主席雷诺·卡莱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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