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榕树、古
民居、祠堂、古井
……秋日暖阳下，位
于东莞市茶山镇的南社
明清古村落每天都能吸
引一批又一批来自周边
城镇乃至全国各地的游
客前来游玩、打卡。始建
于宋朝时期的南社村，至
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
这里各式古建筑保存完
整，独具岭南古村风韵，
在繁华喧闹的都市中守
着一份静谧之美。

在今年东莞全面推
进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中，茶山镇
南社村被列入全市“7个
村级标杆”，侧重古村保
育活化特色，深入探索古
村落保育活化利用新路
径、新模式，打造一批特
色新片区，擦亮古村落特
色文旅名片。近日，羊城
晚报记者实地走访南社
村，以蹲点采访的形式了
解这座古村在“百千万工
程”示范打造中的新变化
和新规划，探索古村落活
化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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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我都非常熟悉”。从事
古村落研究多年的李培军，
多年来一直驻扎在南社村
里，尽管不是本村人，却被
南社村授予“荣誉村民”的
称号。

李培军是一名基层文化
工作者，从2015年来到茶山
镇，他就跟南社明清古村落
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也是南
社古村保护的见证者和参与
者。随着“百千万工程”的不
断推进，李培军觉得这里的
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未来空
间将越来越大。

“凝望村落，你会触摸到
传统文化之根本；凝望南社，
你会因它的大美而倾倒。”青
砖、榕树、古井……在南社村
改造过程中，这些传统元素
统统都保留了下来。但在李
培军看来，古村要焕新发展，
保护好古建筑之余，更要做
好古村传统文化和各类民俗
活动的传承和保护，才能激
活古村，让古村落真正“活”
起来。

集体记忆、烟火人间、匠
心传承，南社人曾经的生活、
风俗、技艺如烙印般刻录在
心与口之间，成为历久弥新
的文化符号。为了寻回古村
记忆，打造古村保护活化标
杆，李培军带领着大家查阅
古书、走访村民，将南社村许
多历史悠久的故事和民俗一
点点找回来，一步步恢复古
村特色民俗活动，这才有了

“南社忠孝文化节”“南社斋
醮”等多项大型民俗活动的
精彩呈现。

当前，南社被纳入东莞
“百千万工程”的村级标杆，
在李培军看来，对古村落保
育发展既是发展机遇，也是
挑战。他认为，南社不仅是
岭南古村落的经典代表之
一，更是中国古村落文化复兴
的缩影。他希望，南社村在文
化传承发展上继续发扬光大，
打造文化精品，记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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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潭村深入实施“百千
万工程”、发展乡村文旅产
业，返乡参与建设的丁伟建
是亲身参与者。他认为，家
乡的生态环境优越，自己很
愿意返乡创业，助力村民进
一步增收致富。

今年 52 岁的丁伟建早
年从皮潭村外出到珠三角
工作、创业，在赚取第一桶
金后，他的业务不断扩大，
公司也逐步形成规模。近
年来，丁伟建正思考着如何
转型谋发展。

2021 年，在接到村里让
他返乡发展的邀请后，他回
到家乡与镇、村干部座谈，了
解家乡的发展计划，得知龙川
县正在规划建设“东江画廊·
诗意山居”示范带，丁伟建心
想，“家乡有这么好的资源，怎
样才能充分利用起来呢？”

于是，他决定返乡，与
镇、村一起建设乡村旅游项
目。“我从事的行业跟文旅没
有关系，但村里的文旅项目都
是我设计的。”丁伟建说，在
建设民宿项目过程中，他多
次从东莞返回家乡，亲力亲
为与工人沟通民宿的设计风
格和建筑要求，半年多时间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总说万事开头难。丁
伟建告诉记者，民宿项目在
建设初期，自己也遇到了不
少困难，但是他却从未有打
退堂鼓的想法，而是想尽办
法去克服。如今，“百千万
工程”的深入实施，不仅为
他提供了新的方向，也鼓足
了他的信心。当下，村里的
文旅项目已实现盈利，不仅
带动了村民增收、提升了村
集体经济收入，也让丁伟建
当初的这份坚持得到回应，
他更是带着家人从东莞返
回家乡，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建设家乡上。

当前，全省正在高位推
进“百千万工程”，丁伟建看
着自己人来人往的民宿项
目，他对进一步参与村里的
发展又有了新的计划和设
想。这个想法，如同皮潭村
民宿门口立着的那块牌子这

样写道：还龙川一抹烟
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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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龙川县黎咀镇皮潭村：

“宿”造诗和远方 留住美丽“乡愁”

从黎咀镇中心街驱车沿着
东江一路北上，行驶约 7公里的
车程，进入“龙川一号公路”后，
可见路边立着一块刻有“皮潭
村”的大石头。进村后，记者见
到 该 村 停 车 场 内 已 停 满 了 小
车。路边建设的一排错落有致
的木屋民宿，不少游客围坐小
憩，场景热闹。这种热闹对于这
个曾经的偏远村庄来讲，现在
已是常态。在刚过去的国庆假
期和平时周末，不少游客到此前
来观光旅游，感受这湖光山色之
美的皮潭村。

皮潭村位于龙川县“东江画
廊·诗意山居”示范带之中，也是
东江中上游流经之地。记者了
解到，在过去，皮潭村村民大多
依托传统农业养家糊口，或者选

择外出务工增加收入。村“两
委”干部认为，多年来单一的发展
方式不仅限制了村里发展，更不
利于群众增收。随着乡村振兴发
展的推进，皮潭村决定挖掘利用
本地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打造乡村旅游网红打卡点。

于是，皮潭村党支部书记丁
伟华带着村“两委”班子上门走
访了乡贤企业，并打动了在东莞
发展的丁伟建，让他做出返乡投
资创业、带动村民致富的决定。
之后，皮潭村的乡村文旅项目启
动建设，投资运营者在村里的沿
江中心地段至山边，向村民流转
土地 150 多亩，用于建设乡村旅
游项目和设施。在此期间，黎咀
镇投入资金配套建设了拱门和
绿化项目等，经过半年多时间的

筹备和建设，皮潭村的文旅项目
终于在半年后开业，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游玩。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不断
推进，如今，皮潭村该文旅项目
的设施不断增多，除了建设有民
宿客房外，还配套有蔬果种植基
地、水上游艇、皮潭公社饭店、烧
烤场、客家土特产店等设施，游
客可在这里吃喝玩乐。项目还
带动了全村 25 名村民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推动番薯、豆角干、苦
瓜干、花生、鸡蛋、冬瓜等客家土
特产销售。

皮潭村的文旅项目得到越
来越多人认可，当地有山、有水、
有景，还有田园风光、特色美食、
乡土文化，正成为游客心目中的

“诗和远方”和“乡愁记忆”。

傍晚时分，民宿旁边的饭堂
厨房里余烟袅袅，记者不时听到
厨房内传来炒菜时铲锅的声音，
在民宿工作的村民一边招呼游客
进入饭堂吃饭，一边加紧脚步往
返厨房和饭堂端菜上菜。

见到记者正在采访与拍摄，
今年 60 岁的邹思贞向记者递来
了茶水。邹思贞是黎咀镇龙潭村
的村民，过去他一直在家务农。
去年10月份，他了解到隔壁皮潭
村的民宿项目正在招工，工资待遇
符合自己的要求，于是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面试，当月就实现就业。

到皮潭村工作后，邹思贞负
责民宿的卫生环境管理和厨房工
作。“‘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受益
的是我们，村里的环境变好了，我们
还可以在家乡工作，一起把家乡建设
好”。邹思贞说，每天忙碌之余，自
己还能认识到不少外地的游客，给
他们介绍家乡的旅游资源和特产。

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过
程中，皮潭村还通过引进企业，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大
力发展柑橘种植产业，除了果子
销到外地外，还可供游人采摘、品
尝体验田园生活，带动了当地11
户农户 44 人实现了增收。丁伟
华说，村里在推动乡村旅游和种
植产业的基础上，村集体经济不

断壮大，群众腰包也鼓起来了。
推动乡风民风美起来、人居

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来，这
既是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内在要
求，也是富起来的广大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采访过程中，记
者在皮潭村留意到，该村多处配
套有分类垃圾桶，宣传栏贴有文
明乡风主题公告。村委会发动群
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定
期开展“星级文明户”“清洁家庭”

“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弘扬优
良乡风，让全村人都成为共建共
治共享的参与者、受益者。

夜幕之下，皮潭村的灯带亮
了起来，游客前来饭店、烧烤场消
费，为这个村庄带来了烟火气。
文化广场的舞台上同样灯光闪
耀、热闹非凡，一场手擎木偶戏正
在台上上演，台下坐着前来团建
的游客，当地村民则通过观看这
场演出来缓解一天劳作的疲惫。

龙川手擎木偶戏是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于黎
咀镇。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
黎咀镇结合皮潭村产业特色，以
发展“特色产业+精品民宿+非遗
文化”为着力点，推动“文农旅”深
度融合，用“小民宿”撬动乡村美
丽经济“大发展”，充盈着乡村烟
火气里的留客“流量密码”。

东莞茶山镇南社村：

游客穿汉服打卡 已成古村的日常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宝珠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目前古村仍有五分之三的
部分未开发利用，在做好古村保
育的基础上，还要加大力度把更
多的历史建筑修复活化利用起
来。”在南社村谢柱成办公室的
案头，摆放着一沓厚厚的画册资
料，这是南社村的乡村建设规划，
也是其作为东莞“百千万工程”示
范村建设提升的发展新蓝图。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推进，
这些规划已转向实施推进阶段，
南社村将继续修复活化历史传
统建筑，拓展古村保护提升范
围，联合第三方公司开发打造

“大湾区传统文化活态体验区”，
推动博物馆、非遗集市等特色文
旅体验项目建设。

“目前景区一天的游客承载
量也就8000人，进一步开发后，

可容纳更多游客。”谢柱成说，后
续，南社村还将进一步解决当前
的一些配套痛点问题，如建设一
个游客集散中心，设置大型停车
场所，让游客可以轻松实现惬意
游古村。记者走访发现，当前古
村周边的停车场只能满足 300
台车的停放，一到节假日或者游
客集中的时候，车辆停放问题就
非常严峻。

加大开发，会否影响古建筑
的保护？对此，谢柱成表示，南
社村将依托古村历史传统建筑，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大力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把南社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环
境优美、民生幸福、社会和谐的
高质量发展示范村。

2保护中开发 加强古村配套建设

“这棵古榕树已经有 500 多
年历史，见证着古村的兴旺发
展。”南社村口大榕树下，景区讲
解人员正带着一拨游客介绍着，
村道两旁林立着各种保持完整的
祠堂、庙宇，古色古香别具风情。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南
社村拥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南社明清古村落，村内现存
祠堂 32 间，古民居 600余间，古
井 40多口，庙宇 5座，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本体19处、
东莞市不可移动文物 7处、历史
建筑94处，是我国至今保存较为
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

一直以来，南社村在做好文
物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民间
资本、聘请专家顾问等方式，活
化乡村风情体验区，恢复民俗活
动，开发民宿，探索了一条极具茶
山特色的古村落保育活化的路子。

保育活化闯出新路，南社村
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不少游客
慕名前来游玩、打卡。在今年的

中秋国庆 8天假期期间，南社村
吸引了3万多游客前来，最高峰的
一天进入古村的游客达1万人次。

这一创新模式也为南社村
带来了明显的收入。据南社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柱成介
绍，通过整租统筹、公司化运作，
南社景区接待游客量从 2006 年
的 11万人次提升至现在的上百
万人次，村集体门票分成收入从
2006年的年约12万元提升至300
多万元，带动景区餐饮、民宿、特色
店铺等商业发展，旅游综合收入从
10多万元提升至上千万元。

“村里环境有了很大提升，
还有各种精彩的文化活动，非常
不错。”古村发展给村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南社村民谢炽
钦为此竖起了大拇指。村民满
意古村改造成果，也把这里当成
平时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记者
在古村走访时发现，除了前来游
玩、打卡的游客，不少南社村的
村民也喜欢在南社村古榕树下
闲谈、健身，其乐融融。

1创新发展 古村保育闯出新路

李培军是南社古村保护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我
们将努力挖掘并引进更多的业态
到古村发展，让古村进一步活起
来。”谢柱成告诉记者，南社古村
要长远发展，古建筑保护是关键，
但结合现有产业再发展再提升，
是其谋求长远发展的密钥。东莞

“百千万工程”村级标杆的确立，
为南社文旅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有很好的古建筑基础，
是名副其实的岭南遗风，还要还
原各种非遗文化和习俗，把古村
打造成一个‘活的博物馆’。”谢柱
成表示，南社村围绕村里的核心
文化要素，打造南社斋醮、开灯文
化节等一系列特色文化品牌，让
传统人文与古村生态相得益彰，
充分展现了岭南特色文化魅力。

这些特色文化资源，正以展
览、展示等方式植入到南社村的
古建祠堂，提升文物资源利用率，
增强祠堂的观赏性和趣味性。记
者在古村走访中发现，游客可在祠
堂里观展，在古民居里品茶、体验
民宿、体验非遗、看表演、品美食。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
施，南社村的体验区和博物馆的建
设正从蓝图走向现实。南社村已引
进了第三方公司全力打造非遗体验
区，未来将通过传统文化体验、非遗
文化体验等，让游客更真切感受岭
南非遗和传统习俗。记者在现场看
到，目前古村的一些旧建筑改造建
设也正有序开展中，部分文化体验区
已经完成建设，如新引进的茶文化体
验区已经装修一新对外试营业了。
而村内多家汉服体验馆也已开张迎
宾，游客身穿汉服行走在古村内拍照
打卡，也早已成为古村的日常。

3 突出体验性
打造传统文化活态体验区

游客体验南社的忠孝文化游客体验南社的忠孝文化

清晨的阳
光一缕阳光照射
在河源市龙川县黎
咀镇皮潭村的民宿群中，
下榻于此的游客从睡梦
中醒来，悠闲地行走在村
里的步道上，享受秋日的
惬意时光。东江河畔，河
水潺潺，碧水青山，伴随
着清脆的鸟叫声，当地群
众又开启了新一天的劳
作。村里的变化，给乡亲
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
环境的提升，他们的工作
和收入也发生了变化。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
在皮潭村蹲点采访时了
解到，在深入实施“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中，皮潭村紧扣沿江
文旅重点村定位，进一步
围绕特色文化主题组织
“百里画廊”旅游业态，
打造以民宿旅游为主的
民宿村落，带动全村连片
发展乡村旅游业，这里也
成为“诗和远方”的“网
红打卡点”。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奕镇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河源龙川黎咀镇皮潭村所在的位置在龙川县“东江画廊·诗意山居”示范带之中，也是东江中上游流经之地

2村民大力参与建设 共享“百千万工程”成果

1 沿江打造民宿产业 把最美“乡愁”留住

河源龙川黎咀镇皮潭村的木屋民宿

游 客游 客
在河源龙在河源龙
川黎咀镇川黎咀镇
皮潭村村皮潭村村
道上打卡道上打卡

南社村是我国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