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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晚，印第安非遗音乐大师

亚历桑德罗印第安音乐品鉴会在郑观应

故里、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中山市

三乡镇雍陌村举行，让群众在家门口欣赏

世界著名音乐大师的精彩演出；11月17

日，“同心逐梦·湾区共融”粤港澳台侨青

年爱国主义教育沉浸式戏剧《郑家夜宴之

秀峯家塾》在雍陌村首演。两场演出，除了

中山市民观看，还有不少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的观众。

雍陌村越来越有“戏”！

11月6日召开的全省推进“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现场会上，三乡镇和雍陌村入选广东

“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县镇村名单。这里

曾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中

山温泉宾馆，留下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不走回头路”的世纪强音，还诞

生了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

想家郑观应,也是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

克逊唯一一次中国内地行到过的地方，近

年来，在市镇两级支持下，雍陌村挖掘文化

资源，充分利用郑观应故居、岐澳古道、中

山温泉省级旅游示范区等区域特色资源，

大力发展休闲文化旅游和生态农业旅游。

本报记者 徐世球 谭桂华

■以郑观应故居为核心打造文
化展示区

从中山城区金字山隧道上坦洲快线，
20多分钟的车程就来到雍陌村。以郑观应
故居为核心，周边不断涌现特色民宿、咖

啡店、奶茶店。在雍陌下街，装饰复古的美
食小店，既有雍陌名点冬瓜酥，也有粤澳
美食杏仁饼、猪肉脯等，极具地域特色，一
波又一波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歇息，除
了中山市民，还有很多是从珠海、江门、广
州等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几年前我带女儿来参观过郑观应故
居，那时比较陈旧，如今变化太大了。”来
自珠海的张女士和几位朋友在游览雍陌
村后向记者感慨。她表示，如今的雍陌村，
郑观应故居修葺一新，从原来的单体建筑
发展成为了旅游示范带，漫步雍陌村，既

能感受到文化的厚重，又能体验乡村游的
惬意。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思想家，如何擦亮文化品牌，推进雍
陌村的高质量发展？2022年，三乡镇对雍陌
村郑观应故居周边景观和基础设施进行了
全面改造提升，以郑观应故居为几何中心，
建造了历史微光广场、积厚堂等场所，以

“修旧还真，与古为新”为核心理念，打造出
直达郑观应故居的园林式公共空间——偫
鹤园，形成郑观应文化展示区。

迈入偫鹤园，一股传统岭南庭园的气

息扑面而来，榕树、池塘与古朴的建筑相
得益彰。郑观应故居倒映在锦鲤池中，与
蓝天、白云、绿树浑然一体，形成一幅绝美
的画卷。

■特色民宿乘乡村振兴东风悄
然兴起

初冬的雍陌村街巷，暖阳高照，树影
婆娑。在上街 129号的“美宿·雍陌”民宿
前，不时有住宿的游人前来打探，更有不
少好奇的游客来参观，也有意欲合作的商
家过来洽谈。在中山市民宿产业中，“美
宿·雍陌”是较为特别的一家，一是该民宿
的经营主体是由雍陌村与国资合作成立
中山市雍汇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具有
国资背景的民宿，是乡村历史文化资源与
市场经济体制融合创新的产物；二来它的
业绩不错，2022年7月，“美宿·雍陌”正式
对外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约 2800
人次，营业额约65万元，并获得“2022年中
山市特色民宿”第一名，“2022年度新锐美
宿”等荣誉称号，2023年获得中山市第二
批乡村旅游示范点。

审视“美宿·雍陌”这个“修旧如旧”的
空间，岭南青砖古朴清雅，风雨长廊曲径
通幽，中庭等处在不经意间兼容了现代艺
术审美和生活功能，让整间民宿既有中国
传统神韵又有开放纳新的气度。据了解，
美宿·雍陌共有6种房型、12间房，配有独
立茶室，庭院景观尽收眼底。房间装潢以
柔软的原木色为基调，给人以静谧、简朴
而又充满民俗风情的艺术享受。

截至目前，全市登记备案的旅游民宿
有48家，主要分布在南朗街道、五桂山街
道、三乡镇等镇街，而三乡镇主要集中在
雍陌村等。

农文旅欣欣向“融”古村落“游”点精彩
三乡镇雍陌村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打卡游玩

广州客人在三乡置业，空闲时候到雍陌村的民宿里聊天。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新思维：
成立物管公司，引入顾问团队

安堂社区立村于明朝洪武年间，有数
百年的历史，如今已拥有中国传统村落、
广东省古村落、中山市特色精品示范村等
荣誉称号。

走进安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目光很
容易被一块写有“安堂物业管理公司”的
新招牌吸引。

在中山为数不多的村级“百千万工
程”指挥部——安堂社区“百千万工程”指

挥部架构中，指挥部办公室就设在新成立
的安堂物业管理公司，物业管理又与外聘
顾问团队形成高度协同。张子龙介绍，这
是安堂社区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针对
集体经济难以壮大及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探索出的乡村治理新模式，“这也是从浙
江‘千万工程’中学到的经验。”

四年前，在知名地产公司城市更新项
目组，张志彬参与系统梳理了安堂社区的
历史文化资源，为当地提供历史文化保护
服务。其后三四年，他又参与珠海多个乡
村振兴项目。如今，带着自己创办的有计
城乡发展有限公司，张志彬作为顾问团队
负责人再次回归安堂。他遇到刚从市府办
派驻过来的张子龙。两人相差一岁，属于

“同龄人”。
针对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振兴”，安堂社
区梳理出了“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清单，
共29个项目。这个清单是张子龙和张志彬
共同的研究对象，他们需要一起来推进项
目落地，张子龙负责上下协调，张志彬团
队需要引入招商资源，将所有的项目和集
体资产进行商业化运营。

29个项目中有装备产业园区和安堂
花海之类的产业项目，也有乡村善治、生
态振兴类项目，但眼下他们首先切入的是
文化振兴。他们需要围绕历史文化资源最
集中的“三街七巷”盘活安堂文旅圈，更重
要的是，要健全地方“造血”功能。

■新“活法”：
祠堂老房不断活化，

“三街七巷”组成古村落文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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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张子龙和张志彬的步伐，可以发现
安堂古村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古祠堂、古石
板街以及老房子构成了这座村落的复古感。

沿长堤大街向古木棉广场缓步行走，
可以发现街道风貌已今非昔比，公共停车
场集中设置于沿街对向，之后社区还将在
入村口位置新增一个社会停车场。街上铺
面或保持老房旧貌或已直接更新为现代
建筑，从前繁杂的“三线”也已进行整理。

“这条街，在新的‘三街七巷’规划中，将被
打造成隆都美食一条街，承担第一时间承
接游客的功能。”张子龙介绍，如今安堂社
区正在编制“三街七巷”招商运营管理方
案，今年底前可以完成。

而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张志彬团队已
经摸排到这条街上小有名气的书画家、旧
房活用的茶室以及自晒广式腊肠的农家
等，“我们在进行整体招商的时候，会把这
些已经存在的商铺亮点挖掘出来，再包装
到整条街的运营中去。”

■新“篇章”：
走街串巷寻找历史，为文旅圈新添村史馆

在长堤大街众多铺面中，一个退后十
余米的宽阔门面最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往，这就是今年年中落成的安堂村史馆。
米仓改造的安堂村史馆生动展示着祠堂、
庙宇、民风民俗和村容村貌历史演进，成
为一部立体的安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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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
子龙、张志彬的工作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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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村里决定修建村史
馆，她来担纲梳理村史才发现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2009年，安堂村重修族谱，已花费许多
力气。而这一次，林淑苑走街串巷，从同村老
人家里找到了登载安堂村故事的《中山文
史》，用黄色纸条标记了安堂村信息的《中山
市政权志》，安堂名人林福祥记述抗英军事
谋略的《平海心筹》复印本，后辈整理的“抗
战老兵林伟干生平纪事”等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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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如此，在村史馆入门口，还有林
淑苑团队推动打造的安堂手绘游览图以
及电子导览小程序。游客一到这里，第一
时间就能掌握安堂游玩景点和具体方位。

一幅匆忙而又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工
作图景，正伴随着安堂社区规划蓝图到施
工图的推进而同步铺开，而他们满怀憧憬
的正是未来将要展现在眼前的美丽乡村
实景图。

目前，许多年轻人以不同身份扎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安堂社区，运用新思维挖掘
文旅资源，探索社区治理新路径

古村“新人”共绘乡村振兴图景
5月底才到岗，市府办驻大涌镇安堂

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准90后”张子龙如今

已经踏遍安堂，每天反复琢磨着社区“五

大振兴”可行路径。

10月刚签约，安堂社区顾问团队负责

人、“90后”张志彬带着团队四处招商，为安

堂古村焕新提供“新点子”，注入新思维。

土生土长本社区人，大学毕业后选择

返乡，安堂社区党委委员、“90后”林淑苑

走街串巷访问老人，为安堂村史馆收集一

手资料。

当前，安堂社区正持续通过挖掘文旅资

源擦亮古村风韵特色，创新思维探索社区治

理新路径，这些年轻人以不同的身份汇聚到

这里，投入到一场“干事创业”的行动中。

本报记者 李红 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