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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计划”保持“榕树头”文化生机
11月3日，阜沙镇丰联村安康二街，73

岁的周初二老人正在清分家门口水泥路
面上的细叶榕干果，以保持路面清洁和防
止车辆经过时打滑。家门口这棵遮天蔽日
的细叶榕可是村里的宝贝，至今已有 210
年的树龄，为国家挂牌保护的古树，保护
级别为三级。对于这棵根系发达的老榕
树，周初二老人说因为会对他家自建房的
地基产生影响，所以谈不上喜欢，可附近
村民却喜欢得很，时常来这里乘凉谈笑。

“我们建议村里把这棵老树管护一下，定

时为老树修修枝、剪剪须。”周初二说。
实际上，周初二老人的建议已经在丰

联村的考虑中。丰联村“两委”班子成员冯
钊杰告诉记者，丰联村的老榕树“焕新计
划”正在完善中，将首先对5棵树龄超过百
年的老榕树“焕新”，包括请园林技术人员
对树冠进行修剪，在树下安装休闲石凳、
石桌，对榕树周围进行绿化美化等。

“榕树头承载了许多村民的记忆，至
今也有许多村民喜欢到老榕树下乘凉，休
闲娱乐，村里希望通过对榕树周围进行美
化改造，给村民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

‘榕树头’文化生机保持下去。”冯钊杰说，
村里也想抓住村民聚集的机会，开展普法
宣传和文艺活动。

■老榕树见证乡村活力
在阜沙镇阜圩社区的长堤古渡，见到

来访的记者，阜圩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罗
其练忙不迭介绍说：“长堤古渡是这条阜
墟文旅商业老街的前段，堤上共有 5棵百
年老树，其中2棵是红木棉，3棵是细叶榕，
因为靠近渡口，水源丰富，尤其是细叶榕，
树冠非常茂盛。”阜圩社区通过对长堤古
渡的古树进行保育，堤边古树已成为当地
村民乘凉休息、重温红色故事、村民协商
议事的好地方。

何恩全是阜圩社区的老居民，从小在
长堤古渡旁长大。“我和伙伴打小就在长
堤古渡岸边玩，3棵榕树因为树围很大，是
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老榕树是看着我们
长大的。”何恩全说，几十年过去了，老榕

树底下仍然是自己最喜欢去的地方。
在长堤古渡附近，一家名为“兆记大

排档”的煲仔饭非常出名，大排档的对面
也有一棵百年老榕树，不少当地的食客喜
欢端着煲仔饭坐在老榕树下的石凳上吃。

阜沙镇树龄最大的榕树在阜沙村阳
光水闸附近，树龄 260年，也是阜沙镇的

“树王”，见证了阜沙村的沧桑岁月。
据阜沙镇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整个阜

沙镇，这棵榕树头的“脚”最大，可同时坐
几十个人，因此这里也人气最旺、烟火味
最浓。农忙之余，许多村民喜欢围坐在
榕树下，或拿葵扇扇着风，谈天说地，或
几个人摆上棋盘，在“楚河汉界”间展开

“厮杀”，度过美好的休闲时光。
阜沙村村民梁玲坤在老榕树的对面

开了一家士多店，“去年村委会给这棵老
榕树建了一个可以坐人的围栏，让村民乘
凉、休闲更方便了，我也是冲着这里的人
气开了这家小店。”梁玲坤说。

“榕树头”下的和美乡情 阜沙镇守护活化老树资源，
给乡村振兴添活力

一座城市的灵魂，不仅存在于代表性建筑里，还可能藏身在街边小巷

中，好比中山市阜沙镇，不仅有浮虚山七层八角的元兴塔，还有这座小镇独

特的“榕树头”文化。近年来，阜沙镇在推进绿美中山和实施“百千万工程”建

设中，活化村（居）老榕树资源，让“榕树头”文化保持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卢兴江

■宝藏“人才村”玩法多样
深秋时节的五桂山街道桂南村风景

宜人、环境舒适，吸引大量游客到此亲近
自然。在这个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他们
可以感受自然之美，在山林间观鸟、观虫，
在生态农场体验自然农耕、生态种植、有
机堆肥，在户外帐篷里露营、野餐，在不荒
樟书屋里看书、品茗……

“2018年年初，第一次来到旗溪村后，
我便认定这里是我理想的乡村模样——
安静、环境美、土壤条件好……于是，我来
到这里，想把旗溪打造成一个生态农业环
保乡村，减少农药化肥对土地的污染，出
产高品质的生态农产品。”旗溪香草生活
农场的主理人郝冠辉毕业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已在旗溪创业6年。

毕业于青岛大学工业设计工程专业
的研究生张军龙去年来到旗溪村，他现在
主理着棋乐香草朴门花园，主要开展香草
种植培育、香草美食、园林设计等工作。

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如
今是聚集了 50 多名高学历“新村民”的

“人才村”，也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打卡
点。抓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机遇，
桂南村积极发挥文旅资源和人才优势，
走出了一条“人才引领、文旅驱动”的乡
村振兴道路。

荒野鹿鸣书店主理人吴娟复旦大学
毕业，曾是一名记者，5年前来到旗溪村
后，和团队成员每周开展博物营和诗经花
园活动，带领孩子们亲近自然，从自然中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让桂南村的农文旅项目得到科
学运营和发展，2022年 11月，桂南村创立
了村集体文旅企业——中山市桂南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南文旅
公司”），作为桂南村文旅发展主体和AAA
级旅游景区申报主体，引入优秀团队提供
驻场运营和智力支撑。

桂南文旅公司负责人黄德清正是在
这样的机遇下来到桂南村负责整村的文
旅运营，在该公司的运营策划下，桂南村
正朝着以研学产业为核心产业抓手，以旗
溪创谷为招商平台抓手，壮大桂南村的研
学产业，实现“湾区研学旅行第一村”的目
标稳步前进。

■组织引领，多方参与，实现共赢
怎样运营，让昔日小山村由外到内富

含有生命力？桂南村的乡村振兴模式很有
借鉴意义。其中，离不开五桂山街道、桂南
村、新老村民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近年来，五桂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高度重视桂南村发展，不断选优配强基层

干部，为桂南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组织
保障，极大激活了桂南发展动能。

“我在这里生活了 20多年了，以前没
什么人来这里，老房子很难租出去，现在
差不多都住满了，民宿也很兴旺。”桂南村
村民毛先生说：“刚开始开展项目建设时
部分老村民不理解，后来看着村庄变得更
美更旺了，大家发自内心感到高兴。”

基于桂南村优越的生态环境、各种新
业态项目蓬勃发展、青年创业联盟和旗溪
创谷的成立、桂南学校浓厚的儿童美育教
育氛围等鲜明特色，桂南村的发展模式主
要在于村企主体+OTA平台+自投业态。
具体来说，就是成立村企，赋权运营；搭建
平台，变现存量；自我造血，创造增量。

“我们的运营思路是整村大运营、业
态小运营。即将整村作为旅游景区进行
打造，建立招商引资、运营管理与宣传营
销平台，运营内容包括制定整村规划与
制度设计，规范旅游秩序与旅游流量；梳
理村集体、运营公司、商户等各方关系；
营造公共环境、维护公共空间与建设基
础设施等。”黄德清介绍，在业态小运营
方面，即村内具体吃住行游娱购业态的
运营，包括村企自营的项目如停车场项
目、旗溪创谷项目等，非村企自营项目包
括农场、民宿、咖啡店、摊点等各类自主

经营项目。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来到旗

溪创业发展，鉴于土地发展空间受限，于
是有了旗溪创谷。记者了解到，旗溪创谷
是中山市首个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基地，目
前整体面积约4000平方米，依托市街道两
级共建，为外来人才“量身定做”，提供创
业孵化空间。

黄德清表示：“这个项目是去年在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市人社局的支持
下揭牌成立的，各项人才政策与创业补贴
均以最高标准落地。还未对外开放，就已
吸引25家入驻机构，还有多家感兴趣的机
构在商谈。”

“除了可以享受中山市青年创业的扶
持政策外，凡是成功签约入驻旗溪创谷的
孵化企业给予1万元一次性创业资助、3年
内每年最高2万元租金补贴、2万元带动就
业补贴等创业支持，最大限度降低人才创
业成本。”黄德清介绍，此外还设立“一站
式”人才服务窗口，统筹调配各类资源要
素，为人才提供创业指导、实用技能培训，
解决人才入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问
题，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为
创新创业提供“量身定做”的综合服务，多
方参与，多方受益，共同助力“百千万工
程”发展。

大运营让小山村有颜值有产值
五桂山桂南村农文旅持续出圈，乡村振兴结出硕果

游客徜徉在桂南村（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易承乐 摄

金色大地音乐会、香草生活节、

丰富的生态资源、野生土沉香、扎根

这里的高学历“新村民”……今年以

来，五桂山桂南村农文旅持续出圈，

频频登上央视新闻频道《乡村行 看

振兴》特别节目、广东广播电视台《新

闻大视野》、南方农村报、凤凰卫视

《发现大湾区》等。

多次吸引重量级媒体关注，我们

不禁要问，五桂山凭什么？不难发现，

这些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桂南村

和桂南村辖属的旗溪自然村，这些报

道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讲述了五桂

山街道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中的好经

验、好办法、好措施、好故事。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宋欣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