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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报道：5
月 17日，珠海经济特区法治协同创新
中心揭牌仪式暨“高端智库专题讲
座”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
称“合作区”）举行。

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合作
区法律事务局、合作区创新发展研究
院代表共同为“珠海经济特区法治协
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依
法治国智库横琴基地”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法学院涉外法治调研基地”
揭牌，并签署了合作组建“珠海经济特
区法治协同创新中心”补充协议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莫纪宏指出，社科院法学所是国家高
端法治智库，社科院大学法学院在法
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
优势。本次“珠海经济特区法治协同
创新中心”乔迁新址，同步落地和加
挂“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依法治国智
库横琴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法学院涉外法治调研基地”两块牌
子，是国家高端法治智库扎根合作
区、了解合作区的重要契机，期待在
四方的共同努力下，能将“法创中心”
和“两个基地”建设成为合作区法治
风险防控的重要平台，为两制融合提

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开启国家智
库支持和保障地方法治创新实践的
新篇章。

合作区法律事务局局长钟颖仪
称，合作区作为内地跨法域规则衔
接、机制对接最集中的区域，亟待高
端法律智库在梳理比较两地政策法
规、分析论证可行路径、提供对策建
议等方面，给予务实性和前瞻性智力
支撑。希望“法创中心”和“两个基
地”扎根横琴，立足合作区实际，在法
律规则衔接、法学实践策略研究、法
治人才培养、法治氛围营造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珠海经济特区法治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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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打击商贸领域犯罪
行家里手、攻坚尖兵，珠海市
公安局经侦支队副大队长孙
磊曾担任多个专案、专班负责
人，带领团队破获一批大案要
案，团队民警多次荣立集体和
个人二等功、三等功，他本人
也多次获评珠海公安“最美基
层民警”“全市优秀人民警
察”等荣誉称号。“作为一名
经侦警察，我们要维护市场秩
序，促进经济发展。”孙磊如
是说。

“商贸领域的犯罪定性
难、情况复杂，很多情况下，
不法分子都是有预谋、有策
划 的 ，很 难 拿 到 明 显 的 证
据。我们通过沉淀电子数
据，深入分析比对，对人员
流、资金流、轨迹流进行抽丝
剥茧，侦查锁定证据。”孙磊
表示，面对众多困难，他发挥
商贸领域专业优势，积极钻
研招投标领域法律法规、查
找大量案例研判摸索规律，
在打击串通投标犯罪中取得
突破性成效。由于精于此类
案件的侦办，孙磊多次被上
级部门指定办理多宗重特大
串通投标案件，并获得上级
表彰嘉奖。据了解，孙磊及
其团队在三年时间内收集研
判大量串通投标线索，破获
了一批工程、采购领域的串
通投标案件，有力打击了串
通投标犯罪分子的嚣张气
焰。

作为珠海市公安局营商
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孙磊还
是招投标相关规范革新的推

动者。“其实当时的政策法规
是有利于市场竞争的，但由于
不少市场主体掌握在小部分
人手中，如果他们勾结起来，
这对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影
响很大。”孙磊说，“经过我们
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珠海市评
标办法重新制定和改革更
新”。

不仅如此，孙磊还善于总
结工作中的经验，并通过信息
化手段实现了对犯罪活动的
预警感知及研判分析，推进经
侦信息化的建设工作。其撰
写的《侦办串通投标案件技战
法》入选省厅十大技术导侦精
品文章，为全省打击串通投标
犯罪提供了办案参考；与省公
安厅商贸科联合撰写的《串通
投标犯罪数据化实战策略初
探》被《经济犯罪侦查研究》
刊载，为打击串通投标数据化
实战提供了借鉴。“在当时，
无论珠海还是其他地市，对于
串通投标这一块的经验都比
较少，这些经验推出之后，全
国各地都来向珠海‘取经’，
我也被邀请去省公安厅协助
其他地市打击相关犯罪。”孙
磊说，“这一系列‘珠海经验’
向全国推广后，得到了广大经
侦民警的认可与称赞。”

近年来，孙磊及团队成员
获得不少荣誉。面对荣誉，孙
磊并没有自满。“我们仍需努
力。”孙磊笑言，“接下来，我
们还会对相关领域进行调研，
形成对市场的分析研判，并且
再次推动招投标规范的改进，
让市场更加清明。”

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报
道：5月 15日至 17日，第三届横
琴国际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以下
简称“横琴科创大赛”）组委会赴
北京开展推介活动，并上门拜访
当地创投机构、科技公司，力求
吸引更多具有突破性原创技术
和产业化能力的优质项目参赛，
共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
简称“合作区”）乃至粤港澳大湾
区的发展机遇。

5月 17日，第三届横琴科创
大赛北京专场推介会在北京大
学举行。本届大赛由澳门与合
作区共同举办，面向集成电路和
电子元器件、生物医药和医疗器
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新材料
和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征集项目。大赛组委会已于
今年4月正式启动全球报名，报
名时间今年6月30日截止。

合作区经济发展局科技和
人才处处长黄中坚表示，本届横
琴科创大赛围绕合作区产业主
攻方向，聚焦“以赛促引”“以赛
引才”，通过“走出去”和“引进
来”两个方向，将优秀科技项目、
创业人才汇聚到合作区。通过
线上线下评审等方式筛选出创
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团队和
项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丰富
合作区科技项目和人才储备库，

增强合作区科技创新原动力。
推介会上，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研
究院院长黄震以“金融赋能科
技发展的机遇与风险”为题，向
参会者作主题分享，讲述了对
科技创新工作的建议。创客总
部合伙人、北大校友创业联合
会副会长陈荣根现场分析了大
湾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机遇与挑
战，提出粤港澳在创业孵化、科
技金融、成果转化、国际技术转
让、科技服务业等领域的深度
合作前景广阔，有利于促进国
际高端资源的聚集。

本届大赛组委会还重点面
向专业孵化平台、科技机构及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企业进行
上门推介，先后拜访了北京大学
创业训练营、同方科技创新有限
公司、璞跃中国、华控技术转移
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
究院、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苹果资本等单位，与行
业学术专家、机构投资人、企业
代表洽谈合作，遴选招募更多优
质项目参与大赛。

据悉，在北京站后，大赛组
委会还将赴香港、苏州等地区举
办系列推介活动，并陆续开展葡
萄牙、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赛事
推介和精准招募工作。

横琴科创大赛赴京推介
抛“橄榄枝”引优质项目

珠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大队长孙磊：

推动招投标规范改进
让市场更加清明

羊城晚报记者 郑达

银洲湖畔启超故里银洲湖畔启超故里
一塔凌云百代文兴一塔凌云百代文兴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谭耀广

“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
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
馀、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
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
超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曾如此描述故乡茶坑村。

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昔日宁静的茶坑村热闹
非凡，各方来客络绎不绝。有的慕名而来参观故居，有的应邀参
与学术研讨。这座银洲湖畔的南方小村建村数百载，产陈皮、出
人杰，低调却具内涵。如今，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的茶坑村，可
谓声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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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塔 新会区委宣传部供图

B 生僻字里有典故

C 凌云塔下文运兴

D 故居之内存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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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凌云塔下不远处的茶坑
村内，梁启超故居隐于村舍之
间。记者采访时看到，故居如
今成了纪念馆，院落竖立着一
座梁启超立像，与远处的凌云
塔互相辉映。

据介绍，梁启超故居建于
清光绪年间，是一幢古色古香
的青砖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
书室、回廊等建筑组成。故居
有一正厅、一便厅、一饭厅、二
耳房；怡堂书室是梁启超曾祖
父所建，是梁启超少年读书的
地方，梁启超长女梁思顺也出
生于此。

梁启超故居一直以来受到
当地悉心保护，各级政府多次
拨划专项经费，由文物部门遵
照“不改变原状”原则进行修
缮，恢复原貌。1996年，国务院
公布梁启超故居为第四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纪念梁启超先生，当地
在故居内增添了梁启超立像与
陈列室。立像由新会籍的广州
美术学院林敦厚教授、雕塑家
林汉强父子设计。立像一手叉
腰，一手紧握书卷，目光坚毅执
着，作深思状，再现了梁启超忧
国忧民、不断探索救国之路的
爱国主义精神；陈列室内则存
放着梁启超部分珍贵的遗物、
著作，并展出梁启超生平照片，
播放梁启超生平事迹纪录片。

在 2001 年，当地又建成梁
启超故居纪念馆。纪念馆建筑
面积达 1600 多平方米，由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大师莫
伯治主持设计和建设，建筑形
式中西合璧，总体布局体现古
典传统的原则、现代手法的运
用，既有晚清岭南侨乡建筑韵
味，更隐现天津饮冰室风格。

去年，江门市与清华校友
总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
设计研究院、美术学院、国学研
究院、校史馆、档案馆等开展合
作，共同编制《茶坑村历史文化
名村保护规划》《梁启超故居及
周边环境风貌控制导则》《新会
茶坑村建筑修缮改造与环境提
升工程方案》，对梁启超故居、
纪念馆、旧乡府等建筑进行修
缮及布展，携手加强启超故里
建设。

通过全面修缮、加装防雷
系统，梁启超故居本体、怡堂书
室、回廊盖瓦等在保持原貌的
基础上，强化了文物本体的耐
久度和美观度。同时，梁启超
故居东侧 6 栋旧建筑物经过修
缮改造，实现了“一步一景，步
移景换”的景观效果。梁启超
故居周边还增设停车场，重新
修整了道路和商业街区，历史
文化气息更浓厚，村民居住环
境更舒适。

今年 4 月 28 日，梁启超先

生专题展开幕式在梁启超故居
举行。经过升级修缮后的梁启
超故居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
游客。新会梁启超故居纪念馆
馆长邓健冰介绍，依托梁启超
故居及周边环境修缮工程，新
会区精心策划了系列展陈。梁
启超故居主要展示梁氏家族家
世；纪念馆专题展出梁启超生
平事迹；仁堂专题展出启超家
风家教；旧乡府专题展出启超
教学历程及学生事迹；大礼堂
主要展示启超先生与清华大学
的深厚渊源，并作为日常开展
会议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供销
社主要设置为梁启超数字图书
馆及文献展示、文创销售中心；
衷玉梁公祠、有立梁公祠主要
展示茶坑村文化。

今年3月，茶坑村被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启超故里·
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被评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如今，江
门正推动茶坑村打造成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

茶坑村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
城以南。著名作家巴金曾慕名到
访茶坑村，形容这里是“有山有塔
的地方”，简单一笔写透此地形胜。

茶坑村背靠凤山建村，靠近
西江、潭江及银洲湖“三水”交汇
处，正是依山傍水、钟灵毓秀之所
在。相传在明朝永乐年间，梁氏
先祖到此，见此地有山有靠、“三
水”交汇，土地肥沃，便定居此地
开基立村。至今，梁姓仍是茶坑
村第一大姓。记者走访茶坑村时

看到，村里仍保存衷玉梁公祠、有
立梁公祠等祠堂，供奉着梁氏历
代祖先。

对于“茶坑”之名如何得来，
当地有两种不同说法。其一是建
村的梁氏先祖见附近山中有一个
长满野茶树的坑，因而把村庄命
名为“茶坑村”；另有一说是茶坑
原名叫茶溪，村人认为“溪”大

“坑”小，而凤山山高水长，水流
狭窄，村名取得太大，恐影响子
孙，因此后来便改名为茶坑。

凤山之巅，有塔凌云。明朝
万历三十七年（公元 1609 年），新
会知县王命旋主建凌云塔。明朝
万历年间《新会县志》收录王命璇
的“塔记”记载，当年茶坑仍是海
中一山。按照堪舆地理之说，会
城“依山阻海，峰峦拥卫”“北枕
圭（峰）山，屹然高峙”，但南面海
中山势低矮，龙脉“青龙垂首”，
气势不足。其中凤山为巽（八卦
之一，方向为东南），为文峰，宜
建塔以高补其不足，使“青龙昂
首”。

凌云塔取楼阁式，可供登高
赏景；“塔基正位东南”，以应

“巽”位；“挺若鳌峰，峻突干宵，
吞吐烟霞”“见龙楼王气祥光表里
辉映”，达到补山势不足的设想；
镇苍海之上，高耸挺立，有导航引
渡、指示津梁的标志性功能，并与

县城、圭峰山构成中轴线。
凌云塔建成之后，几经废毁

重修。1978 年重修后，2006年 9
月新会当地再次对其进行保护性
修葺。如今，凌云塔已是新会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在茶坑采访时，发现当
地村民大都把凌云塔称作“ 子
塔”（能字下面加三点，粤语读音
为 ni，二声）。根据中国古代神话
记载，这个生僻字指的是鲧治水
失败被尧处决后尸体落入羽渊化
成的三足神兽，其形态类似鳖，有
毒。明朝万历年间《新会县志》记
载，会城以南包括凤山在内共有
5座山，“山凡五，各有三足”，与
三足神兽类似，因此 5 座山最初
均用这个生僻字起名。而建塔也
有镇压这种神兽之意，因此这座
塔也渐渐被称为“ 子塔”。

在新会当地，凌云塔除了被
当作名胜风景外，相传还有振兴

“文运”之功。
传说凌云塔建成后，塔下一

带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凌云塔
落成的第二年，就有13人通过乡
试。不久，又有 3 人高中进士。
为此，在科举时期，当地文人举子
在赴考前都要专程赶到凌云塔前
上香拜祭，以求保佑才思敏捷，高
中皇榜，以遂凌云之志。

传说虽是故事，但凌云塔建
立200余年后，茶坑村果然诞生
了“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天才

学人”梁启超。当地文史资料介
绍，在“半农半儒”的秀才爷爷和
精通文墨的教书先生爹爹的引
领下，少年梁启超饱读诗书，12
岁前往广州应考并中秀才，一举
扬名。16岁，梁启超再次赴考，
中了举人，顿时震惊四方，赞誉
声不绝。

除了凌云塔之外，茶坑村内
还有一座宏文社学，又称“奎
阁”，也见证当地文风之盛。“奎
阁”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文昌阁，
砖木结构，歇山顶，筒板瓦屋面，
青砖墙身。阁身首层外侧设廊，

四根圆石柱承托飞檐。首层正
门石匾额阴刻“宏文社学”四个
篆字，两侧石楹联为“党痒塾序
式于古，智水仁山在此堂”，二层
外墙石匾镌刻“奎阁”二字，三层
正面外墙有圆形窗户，书法皆为
梁启超笔迹。当地人士介绍，少
年梁启超曾与其他梁氏子弟在
此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