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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百碉侨村”金字招牌
沙边村是坐落于河边的一个自然村

落，400多户村民，常住人口 2000多人。鼎
盛时期沙边村碉楼群达 103座，新中国
成立初期有 99 座，素有“百碉侨村”之
称。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沙边村现有碉
楼 58座，其中为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41
座，公众碉楼炮楼6座，平均每7户就有碉
楼一座。

1月 24日，记者来到村中心沙边中
街，只见一栋青灰色长方形、古朴简单的
三层碉楼，静静地屹立在街口。由于村中

碉楼的主要作用在于防盗和抵御外敌入
侵，普遍设计的窗户较为狭小，且绝大部
分都装上厚重的铁门。楼层之间，梯子上
方，还装上可推挡的厚铁楼坎，大有“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碉楼主体还与住宅
区域连接，在门前围有“天井”（庭院）。

这样保存完整的碉楼、侨房，沙边村
还有数十栋，多数为私人产权，由业主交
给房屋管理人或者家族亲属管理。“屋主
曾经是村中沙边小学的女教师，家族有华
侨背景，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与其一起移
居海外，请亲属打理。”沙边村老党员孙子

明表示，不少村民和业主期望碉楼活化项
目尽快推进，既能对碉楼历史、沙边本地
乡土文化、红色文化进行传承，又能促进
乡村经济发展、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水平，
一举多得。

沙边村建碉楼始于 1918年，村中建
碉楼之风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30年代。

沙边小区网格员每月都会对碉楼、侨
房进行巡查，针对消防、房屋维护方面定
期回访。

“2023年已经和部分业主取得联络，
协商推进整体碉楼群活化项目落地。许多
业主表示支持。”沙边小区党支部书记孙
硕明说。2024年，沙边村将借助“双联双
助”，结合“百千万工程”为推手，进行侨房
保育、活化项目落地，对沙边村历史文化
资源进行统一规划，擦亮“百碉侨村”金字
招牌，建设成坐拥“红色文旅”价值的碉楼
群徒步路线，将碉楼、侨房真正活化起来。

■引入高校和社会资源打造文旅线路
联富社区新爱街 4号碉楼，“尧天景

运 马甸祥和”对联挂在门前。现任屋主洪
仲宏表示，对联和碉楼里的横梁装饰画一

样，都是古老物件，寄托了碉楼建造者
——洪仲宏爷爷对乡村生活的美好愿想。

“爷爷在美国旧金山打工，听说了村里‘打
明火’的事，就带钱和红毛泥回来盖碉
楼。”洪仲宏告诉记者，碉楼曾经有效保障
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村中很重要的

“安保”装置。2016 年，在联富社区协助
下，洪仲宏对新爱街4号碉楼进行了全面
翻修。在保持建筑物结构不变的前提下，
将原本脱落的水泥结构屋顶、走廊梁柱进
行了重新修整。

2023年 9月 21日，由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 7名专业主任及 50多名专业教师组
成专家团队，启动送方案下乡项目。项目
主要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结合泗门村
侨房保育、盘活战略，制定促进乡村文旅
产业发展方案，以高校资源赋能乡村文旅
经济发展。

泗门小区党支部书记洪镒钊表示，
泗门村临近中山站，交通便利，接下来，
泗门村将借助社会与高校力量推进侨
房保育、活化项目落地，规划利用碉楼
资源，引入项目，预计于 2024 年底打造
新爱街为“文旅一条街”。

淳朴澄澈的石岐河连接着横门水道，一路蜿蜒，汇入伶仃洋。过去，经

水路从横门进入石岐水域，首先经过第一站就是今火炬开发区联富社区

沙边村、泗门村一带。这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曾走出中山革命先辈孙康

等历史名人，保留有众多文物古迹和传统建筑。

1月24日，记者走访火炬开发区联富社区了解到，在“百千万工程”

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百碉侨村”沙边村和侨乡泗门村推进碉楼、侨房

保育工作，唱响侨房新韵，让老建筑焕发“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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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开发区沙边村、泗门村：

让“百碉侨村”成为“文旅新秀”

火炬开发区泗门村较集中的侨房群火炬开发区泗门村较集中的侨房群。。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宋欣妮）
1月 20日，五桂山街道龙石汛地村锣鼓喧
天，鞭炮齐鸣，醒狮助兴，1000多名李氏族
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同庆祝李氏宗祠重
光庆典。

“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堂不仅记
录着当地的荣耀和家风家训，更是乡村历
史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李氏宗祠始建于明
崇祯年间，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重
修扩建为两进三间。祠堂坐东南向西北，
砖木结构，面阔10米，进深21.1米。久沐风
雨，几经沧桑，祠堂出现了屋脊瓦面破损、
排水欠通、门面失华等情况。

“近几年，老百姓对古建筑保护意识
不断增强，陆续有村民来村里建议要好好
修复和维护祠堂，最大限度保存它的历
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留住乡愁。”龙石村
党委委员陈凤颜说。

为有效保护祠堂建筑安全，留住乡愁
与家族印记，五桂山街道将汛地历史建筑
修缮工程纳入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库。在五
桂山街道党工委、龙石村石鼓股联社的支
持下，投入 400万元积极推进李氏宗祠修
缮及周边人居环境整治。

五桂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秉持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2023年 7月施
工单位进场，重新翻盖李氏祠堂屋面、添

补青瓦、加固补强木构件、更换腐烂木椽
条等，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历史信息，让

这座百年建筑再现昔日光彩，让传统文化
在保护中持续增添发展动力。截至2023年
12月底，李氏宗祠修缮工程已顺利竣工。

“这个祠堂到现在有170余年历史了，
承载了我们儿时的回忆，小时候和家里人
经常来这里，尤其逢年过节，这里也是传
承我们客家文化的场所。”95后汛地村民
李健文说：“现在看到它被修复一新，我们
都很高兴也很感动。我能感受到强烈的家
族凝聚力，村民更加团结友爱，大家一起
想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好。”

95岁高龄的李华英与村里几位德高
望重的“叔公”一起参加了揭牌仪式，并为
李氏宗祠开门。仪式后，他在家人的搀扶
下来到大锣鼓前，与村里的后生一起敲锣
打鼓，他说这是他表达内心激动之情最直
接的表现方式，“如果不是我现在老腰不
好，我还能舞狮呢！”华英叔大声地说。

五桂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危险琼表
示：“李氏宗祠修缮工程的完工，标志着
我们拥有了一个更加优美庄重的活动场
所，也为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家
族精神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要充分发
挥李氏宗祠的文化功能，加强文化建设，
弘扬客家人的优良传统。”

五桂山投资400万元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170余岁的李氏宗祠修葺一新

李氏宗祠重光庆典。 本报记者 易承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