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船厂“蝶变”新夜市
按照有关规划，新合村属于农田保护

区，经济以农业为主。据新合村党委书记
冼惠文介绍，大冲口渔港过去曾是附近渔
船集中出入海的地方，见证过水上人家的
风浪生活。随着时代变迁，疍家人纷纷上
岸定居，大涌口渔港也渐渐没落。

2023年，新合村大胆规划创新，积极
探索农村闲置用地盘活利用模式，整合并
投入资金65万元，将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
荒废旧船厂成功改造为集饮食、休闲、娱
乐等为一体的“网红”打卡地，成功推动农
村夜间经济的发展。

冼惠文表示，“渔家·港湾”项目以地
道“疍家美食”为切入点，融入时下新潮元
素，与大冲口海鲜水上食街等坦洲传统餐
饮精妙融合，打造独特的“水上人家”饮食
符号，拟建设成“渔家饮食文化+港湾休闲
旅游”的农文旅项目，巧妙带动小水果采
摘和海钓休闲，使之成为新时代新农村经
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自 2023年 4月对外开放以来，“渔家·
港湾”累计人流量约 9万人次，营业额超
95万，带动新合村村民就业创业约 50人，
有效提升了新合村的消费品质，扩大了内
需潜力。新合村人吴连体在海鲜食街经营

餐厅多年，儿子掌厨，他负责财务和采购，
生意颇为红火，特别是周末节假日时，店
里 23围台和 6个包房常常宾朋满座。

在今年“乡村振兴·‘镇’年轻”中山市
第二届乡村振兴创新典型案例评选活动
中，新合村“‘渔家·港湾’夜市”案例脱颖
而出，成功获评中山市第二届乡村振兴创
新典型评选优秀案例。有关专家认为，新
合村以“五大振兴”为抓手，以实现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以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突破口，展现出乡村
振兴的创新做法和显著成效。

■打造十分钟“新合文旅圈”
俯瞰新合，万亩良田坐落井然、阡陌

相通；十里海堤绵延伸展、环抱西江。站上
中珠联围海堤，望日落夕照，晚霞铺陈在
水面，甚是壮丽。

冼惠文告诉记者，以“渔家·港湾”项
目为例，新合村秉持微改造、重实效的原
则，在“百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循序渐进
稳步向前。“渔家·港湾”夜市开放后，新合
村还积极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既增强夜市

活力和吸引力，也充分发挥这一空间的多
元融合功能，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例如，新
合村举办首届草地音乐节、端午节义演、
坦洲镇粤剧演出等各类文化活动，吸引大
批游客参与。今年 5月 25日晚，2024年中
珠澳“金色大地”音乐会在新合村党群服
务中心广场举行，多地音乐人联袂出演，
精彩节目“燃爆”乡村大舞台。

新合村还联动周边本土特色元素，以
点带面，打造“特色水果采摘——咸水歌
公园——党建公园——新合海钓围——
海鲜食街——‘渔家·港湾’夜市”的十分
钟“新合文旅圈”。“除了欣赏浪漫的日落
风光，新合村希望能为游客提供更多元、
更丰富的体验。”冼惠文表示。

接下来，新合村将继续加强村内路面
管养和交通网络完善，进一步改善村容村
貌，为珠海、澳门、香港等大湾区游客提供
便利的交通出行条件和优质舒适的服务。
冼惠文表示，新合村计划增设水上乐园和
集装箱民宿，进一步满足居民和游客的消
费需求，切实提升新合村的承载力、吸引
力、人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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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选

树培育村，东凤镇穗成村虽是典型

的岭南水乡，却地处城乡接合部，在

单纯的农文旅和工业发展上，穗成

没有明显优势，但它却利用好孖水

天后宫、和穗湿地公园两张现有名

片，沿着穗成路、吉昌路、迎阳路三

条核心干道提升改造，打造新业态

网红“打卡”点引流入村，带动村集

体增效创收。

“百千万工程”瞄准的是解决城

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显然，穗成锚

定“强、美、治”发展目标，因地制宜

探索乡村休闲游的方式，正是中山

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陈雪琴

■荒地收入实现“零”突破
漫步和穗湿地公园，绿树葱郁，满塘

荷花含苞待放，引得附近居民常来打卡。
与和穗湿地公园一路相隔的是“快乐龙
田”农场，初夏时节，一个个匀称圆润的西
瓜，掩映在浓密的瓜叶间，长势喜人。

很难想象，“快乐龙田”农场曾是一片
荒地，周边分布着零散的鱼塘，荒草野树
任意生长。穗成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何发顺介绍，由于地块比较细长，开
发的潜力低，开垦难度大，经过几次发包
也没有人愿意承包。于是，2022年，穗成村
以创建特色精品示范村为契机，利用市专
项资金将该闲置土地进行翻耕、平整，添
置独具穗成特色的飞艇模型和带有乡村
气息的稻草人，再点缀路灯、仿竹栏杆。最
终，吸引到果蔬种植户到村发展，实现了
荒地“零”收入的突破。

“在乡村建设中，我们最重要的是摸
清‘家底’，弄清村子的优势和短板，才能

针对性发力。”何发顺介绍，地处城乡接合
部的穗成村，没有大片的农田可连片打造
农文旅项目，工业发展优势也不明显，只
能因地制宜围绕孖水天后宫、和穗湿地公
园两张现成名片做文章，最终实现引流入
村，让人流量变经济增量。在穗成村党总
支委员麦添辉看来，要想实现这一设想，
唯有见“缝”提升人居环境基础，后续发展
才有可能。

于是，在 2021年，穗成村被选定为中
山市特色精品示范村后，锚定“强、美、
治”发展目标，发力人居环境整治。利用
示范村建设的专项资金，穗成村沿着穗
成路、吉昌路、迎阳路三条核心干道，通
过人行道改造、沿路景观提升、部分建筑
外立面改造、河道景观提升、商业广告牌
改造、三线整治等，提升周边人居环境，
让岭南水乡大变身。提起这几年村里的
大变化，住在胡同巷 20多年的李阿姨开
心地笑起来：“新铺了沥青路面，翻新了

花坛，房前屋后干净漂亮了不少，住着很
舒心。”

■新业态引流入村促消费
也正是借着打造精品示范村的“春

风”，穗成村因地制宜、变废为宝，以孖水
天后宫和和穗湿地公园为核心区，将周边
闲置荒废的小角落地块充分利用，打造出
水乡印象园、网红美食街改造工程、文旅
驿站、田园综合体、胡同巷周边景观提升
等新业态网红“打卡”点，并通过辖区穗成
路、吉昌路、迎阳路核心干道“串珠成链”，
吸引游客“进村入巷”。数据显示，仅 2023
年，穗成村就带动村集体和周边村民增收
约100万元。

“我们这些文旅项目做了以后，就希
望吸引一些有思路、有想法年轻人过来创
业就业，将人流过客变成经济流。”麦添辉
介绍，穗成村资金有限，因此建设每个项
目时，他们都需充分考虑到其可行性和经

济效益。“如果项目建设起来，没有发挥实
际作用，反而增加村子管护成本。”麦添辉
坦言，因此每个文旅项目进驻时，他们都
要充分考究，并且将每个项目管护落实到
承租方主体。以壹舟咖啡为例，黄家伟获
得承租权之后，不仅要负责一楼咖啡店的
运营，还要负责二楼书吧和屋后小公园的
清洁维护。他们付出管护成本的同时，也
可享受优先使用权，实现双赢。

被评为“百千万工程”典型选树培育
村过后，穗成村又绘就了新蓝图。东凤镇
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卓勋拿出穗成村“百千
万工程”省级典型村建设总体规划图透
露，后续该村将继续以孖水天后宫和湿地
公园为核心点，打造孖水白鹭景区，配套
亲子乐园、露营基地、文旅游商业街等新
业态载体，增强村子吸引力。同时，通过莲
花灯节、书法比赛、美食节等活动，丰富村
子活动内涵，持续带动新业态产业和休闲
文旅发展。

东凤镇穗成村因地制宜打造新业态“打卡”点，带动村集体增效创收

“网红”点引流，水乡越来越热闹了

东凤镇穗成村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地处城乡接合部。 受访者供图

坦洲镇新合村激活“渔家·港湾”夜经济，释放乡村振兴新动能

在中山“海角”开启休闲夜生活
傍晚时分，日落西江。海风带着几分鲜咸，拂过脸庞，温柔清淡。结束一天

工作的人们偕亲伴友来到江边，准备开启啤酒烧烤小龙虾的休闲夜生活。

这里是坦洲镇新合村，中山市的最南端。这里毗邻珠澳、面向南海、背

靠粤港澳大湾区，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去年，新合村大胆整合资源，将大涌

口渔港的荒废船厂，改造升级为村民休闲娱乐、游客打卡消费的“渔家·港

湾”夜市，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 谭桂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