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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涌安堂村旧米仓变身村史馆，与周边祠堂群、庙宇和石板街组成丰富人文景观
现存 16座祠堂、8座庙宇，1300多米

古石板街……大涌镇安堂村被称为“祠堂

村”，因其深厚的宗祠文化底蕴和成片传统

风貌建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今年，安堂村活化利用一座旧米仓，建

成“安堂村史馆”，对本村历史进行系统梳

理。10月11日，记者在安堂村史馆观看了

一部由展品、图文、视频立体展示的“安堂

村进化史”，许多老村民珍藏多年的族谱、

图画、古籍等进入其中，成为重要史料。与

此映照，安堂村新制作的手绘导览图和电

子导览图又将游客从过去带回到现在，以

村史馆门前长堤街为起点，步入传统村落

风貌文旅圈。

本报记者 李红 通讯员 李泽凯

林氏聚居地安堂古村被誉为隆都
“祠堂村”，村内现存16座祠堂，为中山现
存祠堂数量最多的村落。安堂祠堂主要
聚集在双桂大街、子午巷、长堤街几条
街巷范围内，均为不同分支林氏宗祠。
漫步安堂村，不时便能与其中一座相
遇，在高门大梁中感受这里曾经子孙繁
衍、人丁兴旺的气息。

如今，这样一部承载宗族传承文化
的村史被搬进了安堂村史馆，在一座座
宗祠的“落成”中被娓娓道来：洪武元年
（公元 1368年），林氏三世祖玄兴与南文
蔡、萧两族共居一山开村立族。明永乐二
十年（公元 1422年），新会大儒陈白沙到

此任教，课余遍览山川，应村民求赐村
名。陈白沙见村边“明堂浩广”遂改村名
为“安堂”，寓意村民生活安定。

米仓改造的安堂村史馆高而阔，
生动展示着祠堂、庙宇、民风民俗和村
容村貌历史演进。“仁、智、义、礼、乐、
忠、信、天、地、德”的“十德图”高悬，描
绘着安堂老人口口传颂的林氏“九子
十登科”佳话，展现了当地崇文重教的
风气。

林淑苑作为安堂村林氏后人的一
员，如今在安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
对于开村祖先的历史，她小时候从家中
长辈处听说了一些，但并不清晰。“这几

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
祖先历史有传承的地方，是一件很幸福
的事情，所以想对本村的历史做一次系
统的梳理，对所有的先辈和村民有一个
交代。”

梳理历史并不容易。2009年，安堂村
重修族谱，已花费许多力气，如今新版族
谱作为“镇馆之宝”被摆放在村史馆重要
位置，基本每一位户籍村民都能够在上
面找到自己的名字，寻到祖辈来处。而在
族谱之外，村史馆还摆放了许多珍贵的
史料。有登载了安堂村故事的《中山文
史》1990年 1月号，有用黄色纸条标记了
安堂村信息的《中山市政权志》（1989

版），有安堂名人林福祥记述抗英军事谋
略的《平海心筹》复印本，有后辈整理的

“抗战老兵林伟干生平纪事”，还有乡贤
的书画集和各种发黄的剪贴报。

除了丰富的文史资料，村史馆墙上
还张贴了几十位林氏祖先的画像，人人
着彩色官衣，神采奕奕。“资料和画像大
多是村里老人捐出来的，你能感觉得到
大家作为安堂人的那份自豪感。”林淑苑
感叹。

搜集、考究、梳理工作繁杂，前后耗
时半年，今年6月，安堂村史馆落成。林淑
苑和团队伙伴成就感满满——终于让全
村人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归宿。

“蟛蜞蜞，好煲茶，人客来到喊吃茶。
无茶吃，吃茶渣。无凳坐，坐树丫。”站在
安堂村史馆入口，游客杨小姐对着一本
线装《隆都民歌·民谚选集》看得津津有
味，时时拍手称好。展示架上还摆放着
《安堂（祠堂）对联选集》《安堂名人诗词
选录》和一张《安堂手绘导览图》，林淑苑

提醒说这些资料游客全部可以带走，“消
耗得还是很快的。”

手绘游览图上，一个小程序二维
码还可以为游客提供电子导览。登录
进去可以发现，安堂村旅游电子导览
图不仅标注了各处宗祠、庙宇、牌坊、
古树景点介绍和导航，还提供餐饮、住

宿指南。其中，安堂村利用村中老屋资
源打造了一栋新中式民宿，目前已对
外营业。

古石板街也是安堂旅游地图上的重
要景点。安堂村现存三列花岗岩石铺砌
而成的石板街，从迎龙里闸门到南文牌
坊一千余米。

“目前，我们正在打造长堤美食
街，已经长租了许多沿街房屋，即将动
工改造。”林淑苑介绍，借助市级项目
资金，安堂村正在“挖潜”传统村落文
化资源，打造自己的文旅版图，同时丰
富各种配套业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文旅生态。

老人家的“宝贝”进了村史馆

打开手机畅游安堂

安堂村史馆内展出的仿制林氏宗祠大门。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现场办公解难题
当日上午 9时30分，灯博会筹备工作

推进会开始前，古镇镇党委书记薛治国及
镇党政办、工信科商局、公安分局等职能
部门的负责人，实地走访了镇内主干道、
会展中心，对灯博会前的道路亮化、环境
治理、交通通行、布展准备等进行了检查，
并通过现场办公解决存在的问题。

“抓紧时间，只讲需要协调解决的难
题！”走访过后召开的推进会上，古镇灯博
会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刚到齐，薛治国开门
见山提出要求。推进会持续了近两个小
时，提交的细节性问题基本在现场得到了
协调解决。

据悉，为把本届灯博会办成展现中山
人文环境、达成更多合作意向、促成更多

订单的高质量国际展会，古镇镇党委、政
府对办好本届灯博会的各项要求很高，责
成各职能部门和单位抓住这次难得的机
遇，擦亮灯都金字招牌，谋求古镇镇高质
量发展。

■全力以赴办盛会
10月 11日，记者在会展中心看到，室

内展馆正在画展位线和清拆不需要的设
施，室外展馆开始搭建钢结构件，增设网
红打卡点。据会展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届时主会场展览规模将达 5.5万平方米，
容纳 800多家参展企业同台“竞秀”，全面
展示智能照明、家居照明、商业照明、户外
照明、辅料配件、机械设备、五金卫浴、软
装饰品等泛家居全产业链的多元品类，满

足全球买家一站式采购需求。记者还从古
镇灯博会筹委会了解到，主会场已有国内
外 847家企业登记参展，实名预登记总人
数近2.5万人。

如何把“中国灯饰之都”的品牌印入
每位宾客心中？古镇镇使出了浑身解数。
目前，主会场和各大分会场已经调动各方
力量准备布展，展厅内展示出的产品将是
公司最新研发的、最具科技含量的、最具
时代潮流的拳头产品；在展现形象方面，
为让宾客们体会到灯都的美好，古镇镇各
村（居）已经进一步改善市容市貌，近 100
个崭新的街心公园已经亮相，各主干道、
重要节点，工人们正在张灯结彩；灯博会
期间，还将举办超过100场非遗演出、本地
美食、灯光秀等文旅活动。

近2.5万人实名预登记 逾百场文旅活动将上演
古镇镇不断细化方案、加速备展，确保第29届古镇灯博会如期举行

10月 10日，距离第 29届中国·

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以下简称“古

镇灯博会”）还有 12天，古镇镇召开

第三次灯博会筹备工作推进会，细化

方案、加速备展，确保盛会如期举行。

高密度推进一项工作的背后既是时

间的急迫、任务的繁重，也是古镇镇

党委、政府力推“百千万工程”，坚持

“制造业当家”，助力中山高质量发展

的坚定态度。

本报记者 卢兴江

中山“祠堂村”做大传统村落文旅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