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洁小船缓缓移动，工作人员仔细打捞
水面漂浮物，维护后的水面洁净如镜。岸上，
爷孙俩坐在新修的滨水小公园里自得其乐，
爷爷摇扇纳凉，孙子四处探索。4日下午，记
者在大涌镇基尾涌清平大街段看到这祥和
的一幕，再无从前嘈杂、脏乱、黑臭景象。

作为中心组团治水一员，大涌镇近年
配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共同推进域内未
达标水体治理，约6平方公里基尾涌流域变
得水清岸绿，大有“绿波春浪满前陂”的意
韵。年轻人喜爱的网红餐厅加入进来，夜晚
的基尾涌河岸，正在成为沿线居民和工业
区打工人休闲的好去处。

■水清岸阔好乘凉
和广东许多小镇一样，大涌镇河网密

布。其中的基尾涌，便是大涌镇大涌社区、
南文社区和安堂社区的重要水系，由北向
南流经基尾大街、清平大街，穿越德政路，

最终汇入岐江河。2020年8月，基尾涌治理
工程全面开工。治理涉及河岸退移清拆，
河道清淤、截污，新的排污管网铺设，以及
沿线河岸绿化等多项工程。

2021年6月，大涌镇和市代建办同步展
开基尾涌河岸清拆和河道清淤、截污工作。
大涌镇创新采用预先补偿等机制，用短短两
个月时间完成120户居民的征拆协调补偿，
为河涌截污和岸线修复工程打下基础。

记者了解到，基尾涌治理中，市代建办
和大涌镇全程协同配合，高效推进。经过2
个月奋战，市代建办完成河涌清淤，铺设了
6公里排污主管道，大涌镇铺设了4公里污
水支管，将周边农户的生活污水接入市政
主管网。“治理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水质黑臭
问题。”大涌镇住建局负责人表示。

“我们两年前开始租住在这里，以前
河涌的水有些臭，挺影响生活的，现在明
渠部分基本不臭了，我们附近的住户都很

开心，但是暗渠部分可能还要治。”带着孙
子在河岸游玩的租户陈伯对记者说。

在基尾涌下游岐江河汇入口，新修的
滨水公园古树下，成了附近村民聊天纳凉
的好去处。“河涌治理后，环境好了好多，
也闻不到什么味道了，这里风大，凉快，我
们没事就过来乘凉，晚上人还多些。”基尾
街居民萧阿姨说。

■风吹稻浪好风光
作为基尾涌的支流，治理后的运身塘

水清见底，竟然呈现一幅“鱼戏莲叶东，鱼
戏莲叶西”的自然美景。资料显示，运身塘
起点为大涌镇南文社区木棉树广场，主要
由三块小型水塘组成，水域面积共计 2.5
平方公里。

岸上房屋一字排开，隔路望塘而居，
恰似一幅江南水居图。而更令人惊叹的
是，房屋背后路的对面，是大片稻田，绿波

连绵，风吹香溢。两条新修道路环房抱水
绕田，将一层层的风景送到人们眼前。

“基尾涌治理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运
身塘片区治理就包括了水塘治理、岸线修
复、景观工程以及连片基本农田整治和农
路建设等。”大涌镇住建局负责人介绍，运
身塘片区原来民居拥挤，道路狭窄破损，农
田荒废，整治工程将多个问题统筹起来，系
统推进，重塑了片区生产生活空间。

沿新修的河涌道路和农路绕行一周
可以发现，运身塘西侧为工业区和居民生
活区，东侧为基本农田及居民区，焕然一
新的片区布局和田园风光，为附近工作生
活的人们提供了休闲好去处。“晚上很多
在附近工厂工作的年轻人过来喝东西、聊
天，灯一亮，我们这里便热闹起来。节假
日，还有不少外边的人来玩，人气相当不
错。”稻田边上一名咖啡店店主开心地说。
本报记者 李红 文波 通讯员 卢岚 李泽凯

风景好，“丰”景也好大涌镇基尾涌治理整合基本农田整治等多项
沿线工程，河涌沿岸成了人们休闲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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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慎诺）2023年“风韵南
粤·文化兴城侨村行”（以下简称“侨村行”）
大型人文采访活动 6月 9日在孙中山纪念
堂举行起步仪式，用1个月的时间分别到15
个侨村进行实地调研采访，进一步做好新
时代“侨”的文章，为中山“文化兴城”注入
侨的神韵根魂。

据悉，“侨村行”大型人文采访活动是
中山市“文化兴城”五年计划和三年行动
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计划在 2022年至
2024年，用 3年时间采访报道全市 23个镇

街、50条重点侨村。
去年“侨村行”深入火炬开发区、南区

街道和南朗街道3个镇街、15条重点侨村采
访报道，经过 15批次共 100小时的现场采
访，发布系列报道15期，总字数超10万字，
深度、全面地刻画了15个侨村的华侨历史，
引发了海内外侨界的广泛关注，海内外宣
传总量超300万人次。其中，系列报道在海
外宣传方面表现突出，通过市侨联“云上家
书”海外信息矩阵向海内外侨界群众定向
宣传的浏览量达 22万，在This is Zhong⁃

shan海外社交平台获得阅读量超过 80万，
互动量近10万，在海外掀起了一股侨乡文
化热潮。

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侨村行”有新
的探索和升级。今年“侨村行”得到省侨联
和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将对石岐街道
的香山古城片区、张溪村、厚兴村，东区街
道的库充村、三溪村，小榄镇的新市社区、
永宁社区，沙溪镇的圣狮村、龙瑞村、虎逊
村，黄圃镇的三社社区、横档村，三乡镇的
桥头村、雍陌村、古鹤村15个侨村进行深入

采写报道，展现独具中山特色的侨风侨韵。
市侨联文化部副部长董菁菁介绍，2023

年“侨村行”选定的6个镇街、15个村落各具
特点，不仅有“城市原点”的香山古城片区，
更有“小村大侨”的特色村落。“侨村行”的主
要目标是不仅要寻找侨村发展新探索，还要
更深入地寻访中山城市历史脉络与文脉发
展的根源起点，揭示中山华侨和侨村的世界
观与整座香山古城的根魂牵绊，寻找中山在
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人文地标城市建设答案。

2023年中山“侨村行”起步
将前往15个侨村实地调研采访，展现独具中山特色的侨风侨韵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张国
宇）6月3日傍晚，华灯初上，神湾镇的外沙
广场热闹非凡。“我的乡村我的家”中山市
乡村文化振兴广场舞展演活动最后一站
走进神湾镇。

该活动由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指导，
神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神湾镇宣传
办、神湾镇宣传文化服务中心主办，中山
市舞蹈家协会、神湾镇外沙村党群服务中
心、神湾飞扬艺术团协办，中山报业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展演还未正式开始，活动现场就聚满
了街坊群众，大家吃完晚饭就早早前来现
场“霸位”围观。随着动感十足的音乐声响
起，由中山市舞蹈家协会主席、电子科技
大学中山学院教授朱东黎带领一众表演
者上演了开场舞蹈《文明城市我代言》，拉
开了本次展演的序幕。

活动上，来自火炬开发区、石岐街
道、南区街道、神湾镇、板芙镇等 9 支代
表队轮番上台，带来了《中国风》《美丽中
国》《扇舞飞扬》《文明向未来》等多个展
演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展现市民群众全
民健身、健康生活的精神风貌，有的讴歌
新时代、歌颂新生活，有的倡导真善美，
号召更多市民群众参与创建文明城市。
活动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不少
市民还举起手机录制，小朋友们也跟着
节奏舞动起来。

“这次展演的舞蹈形式多样，水平很
高，让人耳目一新。”市民胡女士说道，随
着乡村振兴持续推进，村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广场舞成为了大家的兴趣爱好，希

望类似的展演活动多送到基层。
据悉，本场活动是中山市乡村文化振

兴广场舞展演活动最后一场，此前已先后

走进小榄镇宝丰社区、火炬开发区濠头
村、南朗街道翠亨村、五桂山街道长命水
村。活动主要通过文艺表演的形式，展现

乡村文化振兴成果，激发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热情，动员更多市民齐
心共创文明城市。

中山市乡村文化振兴广场舞
展演活动最后一场走进神湾舞力全开

神湾镇广场舞展演现场。 洪喜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