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15日/星期三/ 湾区新闻部主编
责编 黄铁安 / 美编郭子君/ 校对何绮云 A14中江珠 ·旅游

C 伟岸厂房展现“工业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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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A “我们是亚洲第一糖厂！”

AA1414D 为江门留一段“甜蜜事业”记忆

江门甘化厂江门甘化厂：：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彭纪宁 马勇 通讯员 谭耀广

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千
年古村将迎来华丽变身，花渠长
街、美食长廊……不久会一一呈
现在眼前。笔者近日从珠海市
斗门区斗门镇获悉，大赤坎村的
区级样板村建设工程，正在紧锣
密鼓地施工中。

悠悠古迹，风光旖旎。大赤
坎村是斗门镇内的一个文化古
村，有1000多年历史，这里孕育
出来的大赤坎叉烧，百年留香，
闻名遐迩。2015 年，“大赤坎明
火叉烧烧排骨”被列入珠海市第
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
目名录。然而，随着大赤坎村知
名度的不断提升，该村中心区域
道路狭窄、停车场缺乏等问题日
渐凸显。

笔者了解到，本次升级改造
可谓是大变样。从规划得知，统
一的“白+灰”为主色调的外立面
建筑美观大气，古色古香。门前
流水潺潺、处处花香，令人向往
不已。据斗门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大赤坎村样板村改造包
括雨污分流、三线整治、道路交
通提升、环境风貌打造、绿化景
观提升、公共设施提升等六项内
容，重点打造花渠景观带和风情
美食带。

日前，笔者在大赤坎村看
到，施工人员正在对居民楼进行

外立面改造，其中，村民张小姐
的小店已经完成改造。她说：

“我们的房子之前外立面比较
旧，改造之后很有复古韵味，我
们很喜欢，到时候门前是花渠，
远处是稻田，我们对回乡创业充
满信心。”

据介绍，花渠景观带位于入
村西牌坊至亲容桥附近，长约
300米，主要对沿线约40栋居民
房进行外立面改造，对水渠两岸
进行绿化提升。另外，还将对现
有道路铺设沥青，增加步行道及
部分休闲平台。

沿着正在打造的花渠景观
带前行，穿过亲容桥，便是接下
来要动工建设的约 500 米风情
美食带。项目计划对沿街约 50
栋建筑进行外立面的翻新改造，
打造热闹的大赤坎风情美食一
条街。此外，还将沿街增设集中
停车区及配套绿化带。

（文/图 梅尔）

江门是珠三角老牌工业基
地，而甘化厂则是当年江门的“活
招牌”。作为上世纪辉煌时代的
见证，不少江门人都希望尽可能
保存这段公共记忆。近日，一段
1979 年上映的电影《甜蜜的事
业》片段在江门社交媒体圈中获
得大量关注。这段影片便是在当
年的甘化厂中取景，电影中的不
少情节都取材于甘化厂。不少江
门历史研究者表示，这段视频的
传播反映了江门人对甘化厂仍有
深厚的感情。五邑大学广东侨乡
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谭金花就认
为，甘化厂是江门的城市名片，政
府应做好规划，擦亮文化品牌。

记者了解到，2013年，江门市
政府通过了《江门市甘化厂工业遗
产保护方案》，划定了1.23万平方
米的保护范围，保留糖厂主厂房
（制糖车间）及仓库作为历史建筑，

保留货运码头，对109台（套）生产
设备实施原址保留。从2014年至
今，江门市财政每年划拨50万元
专项资金用于甘化厂工业遗产日
常保护管理工作，加强对甘化厂工
业遗产文物本体的安全保护，对工
业遗产制糖车间厂房和设备开展
保管维护，包括设置专业安防设施
和聘请专门保安进行值守，对工业
遗产周边环境进行维护等。

今年，甘化厂工业遗产博物
馆项目被纳入江门市城市品质提
升 行 动 重 要 节 点 项 目 计 划
（2021—2025）。江门市工信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门市
计划调拨资金启动甘化厂工业遗
产博物馆项目，“希望通过做好甘
化厂的保护工作，让更多年轻一
代了解其中的‘奋进故事’，并激
励更多的江门奋斗者，在这片热
土上创造出更大辉煌。”

甘化厂建成至今已有60多年，但其厂房仍
不失气势。摄影发烧友周先生就经常过去采
风：“那里的景象很上镜！”记者了解到，甘化厂
厂房建于1950年代，当时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曾参与设计，因此厂房外观带有浓重的年代感。

据甘化厂工业遗产申报资料记载，甘化
厂厂房依照承重框架的划分为横向三段以及
纵向多段；厂房采用大面积开窗，既化解建筑
的厚重感又增加内部采光；每格玻璃窗户中
间自带转子可以旋转，给闷热的制糖生产线
通风散热，极具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与艺术表
现力，体现了工业美学与近代科学和实用主
义相结合。此外，制糖生产线、桔水罐、码头、
起蔗吊车、烟囱等具有强烈标示性的构筑物，
体现了甘化厂工业遗产独特的滨水特征和产
业风貌，又与当下流行的工业风审美不谋而
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首批进入甘化厂工作的肖志
坚对那个辉煌年代印象深刻：“20
世纪60年代，经济还比较困难，但
同事们工作都很努力。每天铃声
一响，全厂职工就准时到岗上班，
风雨不改。”钟仕国还记得：“甘化
厂有个运煤码头，过去运煤可没
现在这么容易，那时都是用筐一
点一点将原料搬到生产车间。虽
然辛苦，但大家干劲都很足。”

文献资料显示，1966 年，甘
化厂年产蔗糖4.49万吨；到1975
年，年产蔗糖达到4.8万吨。其出

产的莲花牌白砂糖全国闻名。
1977年，甘化厂继续进行技术改
造，不断提高蔗糖的生产能力和
产品质量。翌年，砂糖产量达
5.88 万吨。1980 年，其出产的榴
花牌优级白砂糖获国家经济贸易
委员会银质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
家优先扶持广西、云南等产糖地
区发展甘蔗种植业。同时，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珠三角地
区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甘化
厂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老一辈的江门市民还记得，
1958 年 7月，周恩来总理前来视
察正在建设中的“一五计划”重点
轻工业项目：北街糖厂与江门纸
浆厂。“甘蔗用途很广，应该大搞
综合利用。”视察期间，周总理作
出上述指示，并亲笔题名“江门甘
蔗化工厂”。由此，两厂合并为甘
化厂，一家综合利用甘蔗发展制
糖、造纸等产业的联合企业由此
诞生。

“我们是亚洲第一糖厂！”钟
仕国还记得1963年进厂后，前辈

经常跟他“炫耀”。据悉，甘化厂
从波兰引进整套制糖设备，采用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双碳酸法制
造白糖。这使甘化厂成为新中国
第一个大型产糖工业基地，也是
当时我国引进规模最大、第一个
通过与国外资本及技术合作共建
成功的项目。甘化厂的建成，使
我国制糖工业在工艺及技术装备
方面“晋身”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甘化厂也由此成为新中国现代甘
蔗化工业的起点以及闻名全国的
甘蔗化工业基地。

记一段“甜蜜事业”
忆往昔工业辉煌

西江河畔、北街潮头，两幢伟岸的红砖厂房吸引众多市民
拍照打卡。今年77岁的钟仕国经常来到这里，凝视早已空置
的厂房，回忆年轻时工作的岁月。这里，便是新中国甘蔗化工
业起点：江门甘蔗化工厂（下称“甘化厂”）。

记者了解到，在近日公布的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
甘化厂榜上有名。它沉淀着岁月痕迹、述说着昔日江门工业辉
煌。目前，江门市已计划启动甘化厂工业遗产博物馆项目。不
久的将来，甘化厂将以全新的面貌与江门市民见面。

B “莲花”“榴花”风行全国

斗门千年古村启动全面改造著名设计师“操刀”！
珠海将迎首个稻田酒店

纵览整个项目，稻田酒店尤
为显眼。按照规划，酒店由一栋
3 层建筑及一排平层院落组合
而成，建筑面积达 2700 余平方
米。建成后将配置近20间客房
和齐备的现代酒店配套设施，打
造为珠海市首个稻田酒店。

风格上，将倡导建筑与大自
然和谐融合。以大片稻田为主
要景观，让旅客收获满眼翠绿与
金黄。设计上，整体将沿用东方
美学的设计，实现现代与古典融
合，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手段，
提升空间艺术感，为旅客带来高
品质旅居新体验。

更让人惊喜的是，该酒店由
知名设计师毛厚德先生担当设
计。提及名字，或有些陌生。然
而出自他手的上海五角场万达
广场、无锡灵山小镇、东京迪士
尼海、无锡拈花湾及火遍国内外
的苏州“金字塔房”，你一定听说
过。

笔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稻田
酒店和游客中心雏形已现，商业
街部分近期将启动建设，整个项

目建设进展顺利。“力求创新，讲
求回到人性的原点去设计；尊重
受众体验，以此进行精细的场景
化思考，这一直是毛厚德所坚持
的。”谢航天表示，“稻田酒店在
全球范围内建有不少标杆，譬如
清迈四季度假酒店、文华东方酒
店等，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该
项目有望填补大湾区稻田酒店
度假体验这一空白，同时将植入
更多创新和前卫的设计理念。
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设计，稻田
酒店和游客中心已率先启动建
设，首批样板展示区预计 2022
年上半年开放。”

笔者注意到，除了商业、酒
店配套，项目还创新式地筹建田
园办公街区。将设置 112 户多
功能创意空间及生态田园院
落。据介绍，这个办公街区将结
合周边生态田园，为科技农业、
文旅产业、康养产业、创意产业
等行业从业者打造田园办公、交
流、经营平台，满足当下更多创
业者或从业人员对新式办公场
所的体验需求。

首批项目预计明年开放2

文/梅尔

闻着稻香，与蛙声
共眠不再只是梦想。
在珠海市斗门区莲洲
镇的十里莲江将“长”
出稻田酒店。近日，十
里莲江最新项目农创
苑效果图首度曝光。
更让人充满惊喜的是
——项目由参与日本
东京迪士尼设计的知
名设计师毛厚德“操
刀”，将打造珠海首个
稻田酒店。

景区新增“强配套”1
农业科普楼、山禾农场、有

机餐厅、森林探险……十里莲江
农旅健康小镇 500 亩启动区自
动工以来，备受关注。笔者从莲
洲镇获悉，该启动区将新增核心
项目——十里莲江农创苑。

据介绍，农创苑组团位于十
里莲江一期启动区内。占地面积
约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6万
平方米。规划建设稻田酒店，及
打造约7000平方米田园商区和
112户多功能创意空间。营造包
含文旅商业街区、诗意办公街区、
生态田园院落、稻田酒店等多元
业态，打造大湾区罕有的低密度
田园式办公和文旅聚落。

从首度公开的效果图显示，
对外远眺，农创苑紧邻青禾营

地、垂钓俱乐部和多彩农场，尽
览一线田园风光。而俯览内部，
项目包括拾里商街、稻田酒店、
游客中心、田园式办公区等多个
板块，配置齐全。

十里莲江农创苑项目相关
负责人谢航天告诉笔者：“很多
喜欢到乡村游玩的游客，在体验
乡村生态、自然的同时，很难找
到高品质的住宿服务和商业服
务，十里莲江农创苑以‘比城市
更温暖、比乡村更文明’的创作
理念进行项目营造；这一方面是
为十里莲江农旅健康小镇补足
商业及农旅设施，为喜欢乡村旅
游的游客打造全新的田园康旅
新体验；另外一方面，更希望为
当地农业旅游增加‘强配套’，实
现田园文旅的消费升级，带动斗
门田园度假文旅经济的发展。”

推门见稻田的酒店将在斗门建成（效果图） 已改造好的房子

大赤坎风情美食一条街效果图

项目由知名设计师操刀（效果图）

甘化厂内的制糖厂车间

甘化厂老厂门，厂名为周恩来总理亲题

厂房内掉色的制糖厂牌匾

空置的厂房内仍挂着安全生产宣传标语

甘化厂内的文保单位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