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香山古韵”文化大 IP
“目前，南朗街道孙中山故里旅游区、

各网红村等景点每年吸引游客数量达
1000万人次。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丰富旅游
业态，把这些客人留下来住一晚，吃两顿
饭，由此带动衍生产值将达50亿元。”在推
进会议上，翠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南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会洋举例
算了一笔账，并以此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意义，未来旅游业发展将具备巨
大的增长潜力。

对于南朗街道而言，高品质建设“香

山古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南朗段将是年度
重点工程之一。“在节假日高峰期，崖口村
单日客流达10万人次，如何提升乡村旅游
配套、完善服务设施、提升服务功能，将是
我们面临的考题。”崖口村党委书记谭锦
鹍在会上介绍了“香山古韵”乡村振兴示
范带崖口段推进情况，描绘崖口村实施乡
村振兴的蓝图。

据介绍，崖口村现已建成特色民宿 9
家，其中 4家获评广东省首批乡村民宿示
范点。接下来，崖口村将利用下田林公园、
旧发电厂房、海怡路段建设高端民宿群，
预计在村内增加 300多间民宿房间。为解
决现状停车难题，计划打造崖口村海怡路
108亩停车场以及慢行道。

另外，崖口村计划引入数字化管理，
打造数字化乡村。“未来游客可通过网上
平台，了解村内停车位、景点人流的实时

动态信息；可线上观看稻田风光直播，还
能通过小程序购买崖口富硒大米、崖口村
弱碱性水等地域特色产品。”谭锦鹍说。

■启动文化兴区三年行动
“南朗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其中崖口

飘色蕴含感恩、包容等朴素的情谊，这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我们要把宣传
工作深入到百姓的生活、生产中去。”南朗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碧云在会上针对《三
年行动方案》的核心内容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翠亨新区（南朗街道）将大力
实施文化兴区三年行动，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推动红
色文化、蓝色文化、绿色文化、民俗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具有新区特
色的湾区人文地标城市。

具体措施包括：提升孙中山故里旅游

区建设水平，加快启动故居周边路网市政
配套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开发红色南朗、
侨乡南朗、创意南朗、味道南朗等特色文
旅路线，重点打造横门崖口海滨沿线，左
步稻田风光、榄边茶文化作为文化旅游休
闲街区，促进农业和文旅融合；擦亮“稻田
音乐节”“翠亨新年音乐会”“横门开渔节”

“茶东家风家教”“崖口飘色”等文旅特色
品牌等。按《三年行动方案》要求，翠亨新
区（南朗街道）将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乡
村文旅品牌，到 2025年，推动翠亨国家湿
地公园、茶东村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百企兴百村”行动结对签约
会议现场还举行了“百企兴百村”结对

仪式，白企村等17个村（社区）与中山侨光
纺织有限公司等24家企业现场结对签约。

“我是土生土长的冲口人，这次作为
企业代表与自己的家乡冲口村结对签约。
接下来，我将与村委会密切沟通联系，了
解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出点子，给资源，给
予全方位的支持。”南朗商会会长、中山市
信泓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石峰表示，企
业除了帮扶计划外，也希望与村集体一起
探索合作共赢模式。

根据要求，民营企业与村（社区）的结
对合作内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解决一批
发展难题、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共建一个
党建项目。例如：民营企业将联合村（社
区）“两委”班子深入调研村（社区）土地、
生态、人力、产业、市场、文化等优势，从政
策、智力、资源上给予支持，帮助发展产
业，参与乡村建设，促进就业创业，协助村
（社区）解难题促发展。

翠亨新区（南朗街道）举行乡村振兴推进会，解读未来三年行动方案

结对村、企负责人在台上签约。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7月12日，翠亨新区（南朗街道）
乡村振兴推进会在崖口村会堂举行。会
议解读了《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更高品质美丽乡
村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三年行动
方案》），并对今年乡村振兴及“百千万”
工程重点工作任务进行部署。

根据《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到
2025年，翠亨新区（南朗街道）将全
面消除劣Ⅴ类河涌；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率提高至95%以上；14个涉农行
政村（社区）100%达到美丽宜居村标
准；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乡村文旅品
牌，到2025年，推动翠亨国家湿地公
园、茶东村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记者 何淼 通讯员 李惠兴

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乡村文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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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山主城区的门户与封面、香山
文化的“根”与“魂”，石岐街道的发展备受
关注。日前，石岐街道党工委书记劳国南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百千万工程”的

“新赛道”上，石岐街道将以“党建+123”发
展思路为抓手，从“产城人文”四大方面发
力，全力以赴打造“美丽石岐，城市中心”，
力争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长6%以上。

■“强三补二”战略助推产业数字化转型
石岐街道是传统产业的聚集地，数字

化转型任务重。这也正说明石岐街道在数
字化转型这条道路上大有可为，也必将有
所作为，这从石岐街道推出的“强三补二”
产业战略中可窥一二。

记者了解到，跟随中山推出一系列数
字化转型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全方位扶持
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脚步，石岐街道
也制定了“6+2+N”惠企政策体系，同时还
研究制定了直播经济、商圈经济、数字经
济等扶持政策，全面用好政策红利，解决
企业自主转型资金缺乏、动力不足问题。
目前，石岐街道已累计完成12家规上工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2家企业完成首席信息
官认定。

除此之外，石岐街道还不断加强产业
数字化宣传，营造转型发展良好氛围。劳
国南介绍，石岐街道驻企代表一直积极利
用走访联系企业契机，不断加强数字化转
型宣传。同时利用线上宣传推广分享辖区

太力、沃莱等龙头企业的数字化经验，鼓
励龙头骨干企业带动街道其他中小企业
一起“抱团转型”。

“我们一直都在加快推进规上企业研
发营销总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在岐江
新城石岐总部经济区集聚发展，并发挥

‘石岐数字经济联盟’等载体作用，引荐大
湾区重点城市企业，特别是数字化企业与
石岐企业加强交流。”劳国南说，他们也十
分重视与高校的合作，持续推动双方在数
字化、产业链、人才链等方面的对接。同时
着重推进数字创意文旅产业发展，利用数
字化桥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
发展，加快培育“石岐总部+”“石岐文化+”

“石岐数字+”“石岐设计+”生态圈。
石岐街道将继续落实“经济发展汇”

“政企座谈会”“驻企代表制”三大服务机
制，持续推进“企业吹哨，政府报到”集成
式改革，建立企业诉求“接诉即办”机制，
开辟企业纾困绿色通道，并深化政务服务
改革，充分用好中易办服务平台，统筹整
合涉企服务资源，畅通政企交流渠道。

■以文会客招商，打造一批本土特色
文化IP

“石岐是中山的城市中心，文化原点，
因此弘扬好石岐文化是我们街道经济社
会发展的生命线和主旋律。”劳国南表示，
石岐街道始终坚持文化传承和保育，并不
断探索发展路径，打造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IP。今年端午，石岐街道举办的 2023年粤
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暨岐乐汇
龙舟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吸引 5万多名
观众现场观赛，相关网络直播观看量突破
千万。端午3天，石岐6大商圈客流量超70
万人次，营业额近亿元。

劳国南说，接下来，石岐街道将趁热
打铁，以龙舟邀请赛等文旅活动为契机，
塑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城市文化 IP，加快文
化产业发展。比如，石岐街道将扎实推进
香山古城保护活化工程，推动其修缮利用
与商业运营紧密衔接。又如，将以建设中
山市强中心文化兴城高质量发展改革实
验区为目标，促进石岐乳鸽等文旅资源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再如将筹办中山·
石岐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各类文旅活动，打
造“城市之心”IP，并同步开展促消费活动，
实现公共文化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

大力实施香山文化传承与保育行动、
打造岐江河滨江文创产业带、推动中山欢
乐海岸项目加快落地……石岐街道将推动
本土文化元素更好融入现代生活和公众消
费，提升文化产业聚集度，奋力写好文化兴
城“强中心”大文章，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金字招牌”。

■“绣花针”式改造老城，让“老石岐
再青春”

劳国南表示，根据市委、市政府提出
的“老石岐再青春”目标，石岐街道将从

城中村改造、基层治理、建设绿色生态城
市会客厅、打造更优质更友好的营商环
境四方面着手，持之以恒推动新老城区
协调发展。

具体而言，石岐街道将在城中村改
造上率先突破。目前，石岐街道已结合辖
区发展特点及现状，建立了与空间规划、
水体治理等相结合的“十个相结合”工作
机制，制定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
案，谋划了 25 个老旧小区改造片区，涉
及 237个老旧小区。光是今年，石岐街道
就已启动其中 11 个片区共 58 个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还同步启动了 10个市政道
路建设项目。

石岐街道已通过深化基层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打造香山古城片区综合党群服务中
心，还将进一步构建党建引领多方共治格
局，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我们力争年内实现
市域楼栋长全覆盖，打造7个无物业小区楼
栋长自治组织建设示范点，提供无物业小区
治理新样本。”劳国南说。

石岐街道将尽快完成中心组团村社
区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积极谋划实施
河涌周边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同时将积极
推动乡村振兴，常态化开展“三清三拆三
整治”、农村微改造行动等，持续开展“万
棵榕树进乡村”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做好
林长制、河长制工作，打造山青、水美、人
和的绿色生态新名片。

本报记者 江慎诺

石岐街道将在“百千万工程”的“新赛道”上奋楫争先争优

打造一批本土特色文化IP
促进经济与文化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