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从江门鹤
山市雅瑶镇获悉，雅瑶镇
陈山村将革命先辈李超
旧居升级改造，目前已经
完成修缮与布展。升级
改造后的李超旧居将成
为陈山村传承红色文化、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发展红色旅游的新亮点。

祖籍陈山村的李超，
原名李鹤超。他不仅是
陈山村最早的中
国共产党党员，而
且是《羊城晚报》
创刊总编辑。

日前记者前往
李超旧居采访时
了解到，李超历经
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为民族解放事
业作出贡献；新中
国成立后，他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不仅参与创办
报刊，而且在广东
省科学教育文化
体育和医疗卫生
事业方面作出重
要贡献。值得一
提的是，在他的努
力下，陈山村建设
了纪念“中国油画
第一人”李铁夫先
生的铁夫画阁，擦
亮了“铁夫故里”的
地方“名片”。

高空玻璃观景台、巨型五星
门洞、12 个党建文化展点、智慧
健身步道……近日，位于珠海市
斗门区莲洲镇莲江村五指山顶
的星耀广场改造完成，正式对外
开放。全新的“红色地标”，让群
众在青山绿水中，潜移默化感受
党建文化熏陶。

红色地标
新潮党建阵地

青山叠翠、郁树葱茏。星耀
广场位于海拔约60米的山顶上，
依托莲江村五指山而建，是集党
建科普、休闲娱乐、文化传承于
一体的党建广场。广场约有130
平方米，入口位于莲江村双顶湾
田边，沿途需经乐途途山野步
道。目前，登山路线图、沿途标
识指引完善，从上山入口到山顶
广场约800米。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农办
主任谢毅表示：“五指山拥有最
佳山顶视野，我们希望把党建文
化做得更年轻更新潮，将党建阵
地由地面扩展到山顶，把星耀广
场变成莲江村一个‘红色地标’，
让大家边逛边学习党史，在青山
绿水中，潜移默化感受党建文化
熏陶。”

山顶广场
边登山赏翠边学习

虫鸣夹着蝉叫、清风带着树
香。拾级而上，穿梭于葱郁树木
间，阳光透过树荫，留下斑驳的
光影，一步一景，惬意舒适。

“中共小濠涌支部”“黄杨
山 战 斗 ”“ 斗 门 抗 日 游 击 大
队”……沿步梯缓缓而行，便会
发现休憩节点、林中凉亭处，设
立了党建知识展板供人阅读学
习，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
叙说着革命历史、峥嵘岁月，增
添人文历史悠长韵味，让大家
能够一边登山赏翠，一边学习
百年党史。

通过这一条“红色文化登山
线路”，树木环绕中，一抹鲜艳的
红色飘扬在 700 米的山顶处，这
是一个巨型的红色五星门洞，

“星耀广场”四个金色的大字镶
嵌其中，十分吸睛。誓言广场、
党建长廊、红星花圃……“山顶
广场”是星耀广场的“主阵地”。
庄重整洁大气的文化广场园景、
精心设计的图文以及“红色党旗
处处飘”的热烈气氛。在这里，
可以重温入党誓词，组织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来一次精神和灵魂
上的洗礼。

最值得看的就是依山而建
的玻璃观景台，它底部悬空，一
直延伸至森林树木的上空，悬空
部分采用玻璃材质，站上去犹如
悬空而立，往远处眺望，群山绵
延不绝，近处植被茂密，原始丛
林风光尽收眼底，一种豁达之感
油然而生。观景台还配备有360
度观景望远镜，游客可以更贴近
大自然，沉浸式欣赏美丽莲江的
自然风光。

莲江村村民肖利恩说：“这
是星耀广场建成后我第一次过
来，以前在这里只能欣赏田园美
景，现在能学习很多红色文化，
我又是预备党员，所以感受特别
深刻。”

完美配套
打造登山步道精品

青山隐隐、白云幽幽。据笔
者了解，星耀广场改造项目、“乐
途途”山野步梯升级改造二期项
目建设已同步完成，并对外开
放。目前登山口和山顶已增设
闸机，启用智慧健身步道系统，
采用人脸识别，给村民游客带来
更优质的登高体验。

接下来，莲洲镇还将“乐途
途”山野步道延伸至石龙村，串
珠成链，连片打造乡村生态主题
的野趣登山步道精品路线，完善
莲洲旅游配套基础，打造沉浸式
的乡村体验氛围。

谢毅表示：“五指山有较好
的旅游发展潜力和挖掘价值，玻
璃观景台从设计思考到安全性
评估，我们都做过很全面的考
量，逐步推进莲洲美丽乡村建
设，为村民游客提供更舒适、更
安心、与时俱进的休闲娱乐新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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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红”到“长红”
电力助推侨乡文旅“出圈”出彩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星耀广场对外开放

在青山绿水中
打卡全新“红色地标”

仲夏时节，位于江门鹤山古劳
水乡旅游区横海浪的 300 亩荷塘
绿意勃发，朵朵荷花点缀其中，宛
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吸引众
多游人前来赏景观荷。据了解，
景区荷花从6月中旬陆续绽放，花
期一直持续至9月，景区公众假期
日均接待游客超 1 万人次。除了
赏花，游客们在此还能游览凉茶
始祖王老吉故里、梁赞故居、古劳
水乡民俗风情展览馆，带孩子畅
玩华侨城古劳水乡童梦村乐园。

受益于美丽水乡，村民们还吃
上了“旅游饭”。在古劳双桥横海
村，黄显朋的民宿美食店，曾被央视
美食节目采访报道，食客们也闻讯
而来，旅游旺季民宿也爆满。据了

解，今年江门鹤山供电局紧密结合
鹤山“网格治理深耕行”工作部署，
在江门地区首创“网格员+电管家”
智联服务模式，推动“电管家”主动
融入鹤山基层网格治理体系，通过
同一网格内社区网格员和供电管家
的密切合作，有效融合双方的平台
优势和专业优势，更快地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文旅产业不仅用
上电，更要用好电。

“现在我这里遇到什么用电问
题，在村里的微信群提一下，就有
供电人员联系我，为我解答，节假
日前他们还会来帮我检查线路，
告知我相关用电安全注意事项。”
黄显朋说道。

（陈婷 陈小骞 许湘粤 郑茵茵）

南海碧波出芙蓉，走进台
山上川岛，海风椰林，碧海渔
村，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海滩打
卡，感受海岛“诗和远方”的独
特魅力。

近日，江门台山供电局上
川供电所与川岛镇政府、旅游
项目开发公司及台山电力设计
院相关人员，对川岛重点旅游
开发项目进行了现场查勘。据
了解，该项目位于上川岛东北

部的茶湾村金沙滩一带，沙幼
水 清 ，是 海 浴 活 动 的 理 想 场
所，目前正在进行“三通一平”
工作。“此次调研对上川岛金
沙滩旅游开发规划很重要，我
们提前谋划，积极配合政府，
做好相关线路的迁改及临电接
入初步方案拟定工作。”江门
台山供电局上川供电所所长简
家哲说道。

近年来，江门台山供电局

与属地政府建立了高效沟通机
制，详细了解用电需求，提前筹
划供电方案，一体推进，助力辖
区各大重点文旅项目落地。同
时在迎峰度夏期间，该局积极
开展电力线路设备联合消缺，
为旅游旺季保电护航。“以前最
怕刮台风停电，现在经过多年
的电网改造，用电质量有了很
大的提高。”上川岛金凯旋酒店
负责人郭方聪说道。

绵延百年的骑楼商埠、隐
于闹市的宗族祠堂、高耸气派
的碉楼侨房……位于江门开
平的赤坎华侨古镇，经过2014
年启动规划，到 2019 年开始
围蔽修整和保护建设，今年终
于重新对外开放。该项目是
国内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
化休闲度假项目，600 多座中
西合璧的骑楼展示着粤港澳
大湾区的侨韵风采。

“古镇及其周边的建设可
以说是日新月异。”江门开平
供电局赤坎供电所配网业务
员刘瑞国感慨道。面对赤坎
华 侨 古 镇 重 塑 带 来 的“ 阵
痛”，江门开平供电局精准

“把脉”，配合项目建设同步
规 划 赤 坎 镇 网 架 优 化 升 级
方 案 。 从 2017 年 至 今 ，先
后 完 成 10 千 伏 江 南 线 等 7
条 线 路 的 配 网 自 动 化 工 程

改造，提高线路自愈能力；
新建 15 个台区，增容 19 个
台区，解决设备老旧、低电
压 等 问 题 。 古 镇 的 一 街 一
景、一砖一瓦，既保留了原
始 面 貌 ，又在内部装上了现
代化设施。

同时，按照“文化一脉相
承，乡愁有处安放”原则，赤坎
供电所积极配合古镇周边 35
条自然村开展精品侨村建设，
制定“一村一策”线路设备整
改方案，迎接八方宾客。“赤坎
镇永坚村委会横东村来往的
游客众多，经过多次实地勘察
和沟通协调，我们配合政府把
电力线路迁改到村巷道里，保
证了村面壁画、灰雕的完整性
和美观性。”江门开平供电局
赤 坎 供 电 所 所 长 莫 贤 鹏 介
绍。如今，村前水塘如镜，古
朴韵味，向广大游客徐徐展示
着侨乡风貌。

文化一脉相承，助力大湾区文旅新地标“出圈”

暑假旅游旺季，全国
各地不少家庭跟着《狂飙》
逛江门，百年老街、赤坎
华侨古城等文旅新地标
人头攒动。今年以来，江
门旅游市场的热度可谓
一波接一波，激起文旅消
费市场“一池春水”。江
门市文广旅体局数据显
示，1 月-6 月，江门市共
接待游客 1152.8 万人次，
旅游收入 120.91 亿元，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8.99% 和

157.33%。
江门文旅资源丰富，

已形成碉楼、温泉、海岛、
生态四大旅游品牌，打造
文旅融合标杆地，是江门
重要的城市名片之一。今
年以来，南方电网广东江
门供电局积极融入和服务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对接文旅产业需
求，打通服务“最后一公
里”，助推侨乡文旅从“网
红”走向“长红”。

规划一体推进，推动重点文旅项目落地

服务一站到底，“网格员+电管家”融入基层网格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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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陈山村将李超旧居升
级改造。据悉，陈山村委会对李百
山等李超家族后人进行深入的资
料采集后，制作了丰富的文字介绍
与图片资料，全力还原李超故居的
原貌，展现李超一家的生平事迹及
革命故事。

记者日前到李超旧居采访时看
到，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展示内容
丰富，涵盖了李氏家族繁衍历史、李
超成长岁月、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经
历、十万大山战斗岁月、新中国成立

后工作经历以及为家乡建设作贡献
等内容。此外，纪念馆内还介绍了
李超三个姐妹李平仙、李平祝、李平
心和弟弟李鹤年的革命事迹。

值得一提的是，旧居内还展出
了李超逝世后《羊城晚报》采写的

“俯仰天地间 磊落一报人”报道。
看到这份报道时，李百山激动地对记
者说，父亲生前一直很关注《羊城晚
报》，还专门制作过一本《羊城晚报》
不同报道的剪报，“感谢《羊城晚报》
还记得他这位老人！”

李百山说，创办《羊城晚报》后
不久，其父就被调往其他单位工
作，直到1987年才离开岗位安心休
养，“无论是人生最后一段工作经
历，还是退休之后，父亲都热心于
广东省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
生事业”。其中，在1983年，他帮助
陈山村建设一座“铁夫画阁”，让当
地“铁夫故里”的“名片”更加亮丽。

据悉，李铁夫是艺术大师、革命
家，是中国近现代油画艺术与民主
革命先驱，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东
亚画坛第一巨擘”。他与李超一样，
祖籍都是陈山村。

20世纪80年代，经时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美术
学院终身教授中国油画大师胡一川
的推介，李超注意到了李铁夫生平事
迹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巨大教育意
义，便推动在故乡建设“铁夫画阁”。

陈山村当地人士回忆，当年无论
是画阁的选址、建设资金的筹集、画
阁的设计，甚至是建筑材料的购置运
输，李超都给予大力帮助。在他的奔
走下，“铁夫画阁”建设得到广州美术
学院及鹤山政府、陈山村当地的积极
支持。最终在1983年，也就是李铁
夫出生的114年后，“铁夫画阁”顺利
落成。当地乡亲都感动地说，李超为
家乡“迎回了”李铁夫。

抗战结束之后，李超开始“报
人”生涯。

1946年，李超接受组织安排，前
往香港任中共香港分局主办的《正
报》社党支部书记。当年与李超一同
工作的杨奇曾回忆，《正报》人手少、
出版时间紧张，李超和其他同事每期
都要写好多篇文章来支撑：“李超主要
是写《一周时事纵横谈》和《广东时事
评述》等，还要编写《广东通讯》等栏目
……他的这些文章不断揭露宋子文企
图把广东变成‘蒋家王朝’最后基地的
用心，就像催化剂一样，激起国内民众
继续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李超调任《南方
日报》总编辑，并参加创办《羊城晚
报》，后又任《上游》杂志负责人。

据杨奇回忆，1957 年 8 月 20
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决定由时任
副总编辑的李超兼任《羊城晚报》总
编辑。省委要求当年10月1日羊城
晚报创刊，李超在短时间内主持组
建晚报编辑、记者队伍，审定办报方
针、版面安排方案等。当年 9月下
半月，《羊城晚报》一共进行了六次
试刊，李超全部参与其中。在李超
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羊城晚报》创
刊号一炮打响。

陈山村地处江门市区至
鹤山沙坪之间，是江门至沙
坪、佛山、广州等地的必经之
处。李超的儿子李百山说，因
为地处交通要道，陈山村容易
接触到新思潮。李超的父亲
李筠友、堂兄李廷汉都是富有

民主革命思想的新派人物。
李超诞生于此，并在开明思想
熏陶中成长，“父亲的革命思
想就在故乡萌芽”。

据介绍，在故乡的崇德学
校接受启蒙教育后，李超又分
别前往广州、香港、鹤山等地

就读小学及中学。其间，李超
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并目
睹了故乡与周边地区革命运
动的兴起，又受到九一八事变
后 全 国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的 影
响。最终，他接受马克思主
义，选择了革命道路。

1934 年，李超考入广东
省立第一中学后，就积极投
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

李 百 山 介 绍 ，李 超 在
1935 年参加广州中国青年抗
日同盟，负责校内外学生救
亡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当
年 12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领

导学生数千人，在北平（今北
京 市）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
救国示威游行；12 日，广州
3000 多 人 响 应 号 召 上 街 游
行，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主
张。随后，李超等人不顾当
局禁止，分头动员同学，在 31
日参加第二次游行。

李百山回忆：“父亲曾讲
述，31 日当天临出发前，他跑
到 学 校 挂 大 钟 的 那 棵 榕 树
下，大力敲钟。1000 多名同
学很快集中，冲出校园和游
行队伍会合。”他说，正如后
来一篇回忆文章所写的：“这
钟声像春雷一般唤醒了青年
学生们的救国救民觉悟。”

1936 年，李超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期间，李超接受组织安
排 ，辗 转 多 地 进 行 革 命 斗
争。他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对
全家都产生很大影响。李百
山说：“父亲在陈山的家成为
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祖
父 李 筠 友 积 极 支 持 革 命 活
动，掩护革命同志。”此外记
者还了解到，李超的妻子彭
丽芬，他的三个姐妹李平仙、
李平祝、李平心和弟弟李鹤
年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就追随
共 产 党 、毕 生 从 事 革 命 工
作。李超一家是名副其实的

“革命家庭”。

投身抗日闹革命

进步思想萌芽乡间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麦和幸 谭耀广

助《羊城晚报》一炮打响

为故乡“迎回”画坛巨擘

旧居内展现光辉一生

《羊城晚报》创刊总编辑李超旧居升级改造

故乡旧居内
再现一代报人磊落人生

李超儿子李百山（蓝衣）向游客介绍父亲生平 黄继明 摄

李百山（中）在李超旧居内接受采访 黄继明 摄

李超协助家乡建起“铁夫画阁”受访者供图

李超逝世后《羊城晚报》

相关报道 受访者供图

游客打卡全新“红色地标”

江 门 鹤
山供电局供
电人员保障
古劳水乡旅
游区线路供
电稳定
许湘粤 摄

江门开平供电局组织党员服务队到赤坎华侨古镇协助开展保供电工作 张丽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