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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让养老院长者享受天伦之乐
林丽丽口中的两名高中生名叫梁

曦文和杨储嘉，一个是中山人，一个是南
京人。

“三年前，我奶奶突然中风，身体右侧
无法动弹，家中没人照看，于是我们提议
把她送到养老院，但她坚决不去，担心一
旦去了就没亲属去探望她。”提到设计多
功能互动空间的初衷，梁曦文回忆道，“那
时候，在读初三的我就在想，能否设计一
个空间既能满足老人养老，又能吸引子孙
后辈多来养老院看望一下老人？”

杨储嘉也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好朋友有

了共同心愿——让养老院的老人享受到
儿孙环绕的天伦之乐。

两人热心公益，一年多前，梁曦文和
杨储嘉利用闲暇时间，走访了石岐、南区、
民众、东凤、港口等镇街的养老院，了解养
老服务的“痛点”。

“走访中，我们发现老人的子女带着
小朋友一起来看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孩子们表现得很不耐烦。”杨储嘉说，有没
有什么场景可以增加孙辈逗留养老院的
时间，让“老小孩”和“小小孩”有爱的互
动。

游乐设备，通常被认为是儿童的专
属。“我们家就是做游乐设备行业的，何不
将游乐设备引进养老院，促进老幼互动，
为养老服务注入新活力。”梁曦文介绍道，

“当然，我们的想法不单只是引入游乐设
备，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多功能空间，既

能满足老幼互动，还能让双方有期待、有
成长。”

梁曦文和杨储嘉的想法，得到了双方
父母的支持。

探索创新模式助力老幼互动
记者从民众街道敬老院“老有所乐”

多功能互动空间设计平面图看到，这一空
间包含盲盒种花、多媒体教室、温馨的家、
老幼乐园、内置积木五个部分，分门别类、
规划性强。

梁曦文进一步解释道：“比如盲盒种
花，提供不同的种子，让老人和孩子一起种
植。由于是盲盒，孩子会多跟老人交流，请
他们帮忙浇水，询问植物的生长状况。同
时，还可吸引孩子多来看望老人及花草。”

“把中山产的游乐设备引入养老院，
打破了人们对养老院的刻板印象，让养老
院成为一个充满欢声笑语、代际共融的温
馨家园。”在养老行业从业多年的林丽丽
认为，梁曦文和杨储嘉的这种想法，为探
索多元化养老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

游乐场“住进”养老院
中山两名高中生为养老院设计捐赠多功能空间,有效增加老幼共处时间

孙辈放学后来到养老院与祖辈共处交流。 受访者供图

■同舟共济，融入血液里的文化传承
岐江河畔，碧波荡漾，锣鼓喧天。6月

10日，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
请赛在岐江河激情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 12 个城市的 37 支队伍挥桨竞
渡，奋勇争先，现场演绎水上“速度与激
情”。

据统计，三天赛事吸引超20万人次到
场、超1300万人次云端观赛……一个兴起
于中山老城区的龙舟赛，何以飞跃岐江，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民俗盛事？

在中山市龙舟协会会长关沛樟看来，
历经 500年沉淀的龙舟文化，早已成为中
山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它不仅仅是一项
体育运动，更是凝聚乡情、弘扬传统的重
要载体。此外，近年来，石岐龙舟赛在传承
中不断创新，也让它的影响力逐年扩大。

亦如今年的龙舟邀请赛，相较于去年
持续1日、39支龙舟队参赛，今年赛事延长
至 3日，参赛队伍增至 63支，时间更长，规
模更大。此外，持续一个月的中山市龙舟
文化月活动，也让岐江河沿岸的香山古城
遍布“打卡”“种草”好去处。

一场更多朋友参与的龙舟赛、一次
更多创新元素的文化月，折射的是中山、
石岐展示自我的信心，透露着一股城市
积极对外开放的精气神。当传统文化被
注入新的活力，当市民游客能够沉浸式
体验龙舟文化、香山文化，中山龙舟赛的
美誉度自然水涨船高，石岐作为香山原
点的魅力自然历久弥新。

从江上到岸边、再到古城，龙舟传递
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新老石岐人齐心向
前。在这里，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带来的新变随处可见：居民们建言献
策，数十处老旧小区正相继焕新；走过百
年时光的从善坊历史文化街区即将完成
改造对外开放，老街坊、新客商都来“搭把
手”；全域整治水质污染源，龙舟赛的主阵
地岐江河也在持续治理中变得水更清岸
更绿……

■古城活化，不断拓展的城市空间
石岐街道作为香山文化的重要发源

地和中山城市原点，保存着大批文化遗
址、文物古迹、景观街区。这些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不仅见证了城市的沧桑巨变，
更是城市发展的宝贵财富。

近年来，石岐街道依托这些得天独厚
的优势，积极推进香山古城保护活化项
目，致力于将这里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文化旅游新地标。

漫步于从善坊历史文化街区，中西合
璧的建筑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仿佛时光倒
流，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每一砖每一
瓦，都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过往与今朝。

据石岐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工作
人员曾小洲介绍，在古城活化的过程中，
石岐街道坚持高水平规划，充分研究论
证，力求在保留古建筑原貌的基础上，为
它们注入新的生命力。从善坊的活化利用
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借助“百千万
工程”的推进和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街
区内的侨房得到了精心修缮，不仅拂去了
岁月的尘埃，更引入了文化创意、文旅产
业等新兴业态。

而有了这些新业态的加入，古老的街
区也注入了青春的活力，吸引了大量游客
和文艺青年。他们在这里寻找历史的印记，
体验文化的厚重，同时也享受着现代生活
的便利与新潮。“这种古与今的完美结合，
正是石岐街道在城市发展中寻求的平衡
点。”曾小洲说。

古城活化行动的推进，不仅让石岐的
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更促进了
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和拓展。通过挖掘老
石岐的历史价值，完善建筑风貌管控，以
及积极开展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活化，石岐
正逐步变成一个新老交融、文化生生不息
的展示窗口。

■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四方游客
深中通道即将通车，中山文旅产业也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

下，石岐街道正以其丰富的文旅资源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蓄势待发，准备迎接四方
游客。

“路顺了，人就来了。”站在孙文西路步
行街前，中山市旅游推广大使陈仲霖充满期
待。他指出，以往深圳游客前往中山旅游需
耗费较长车程，而深中通道的开通将极大提
升交通便利性，吸引更多深圳及周边地区的
游客前来探访中山的文化遗址和知名景点。
石岐作为香山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如孙
文西路步行街、孙中山纪念堂等众多文旅地
标，这些独特的资源禀赋将成为吸引游客的
重要磁石。

“我也期待能通过深中通道的‘文化
桥梁’作用，加强与深圳的文旅合作，通过
推出更多‘一程多站’的精品旅游线路，进
一步带旺两地的会展旅游、文化旅游等现
代服务业发展，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化交
流。”陈仲霖说。

中山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黄健恒也对深中通道的通车表示
期待。他认为，深中通道不仅让交通更为便
捷，也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与发
展。作为华侨城集团在中山投资建设的首
个大型文旅商综合项目，中山欢乐海岸将
依托这一交通利好，充分发挥其大型文旅
商综合体的优势，以传承香山文化、激发
城市活力、赋能美好生活的情怀，全力推
动欢乐海岸项目建设。

当前，石岐正建设成为中山城市新客
厅，为承接高端资源要素做好准备，“老石
岐再青春”正快速变成现实。此外，石岐也
在倾力打造总部经济区这一“城市大脑”，
力争建设成为中山企业的总部高地，为产
业高端人才提供居住地、研发地、销售地及
办公场所。这是石岐街道作为中心城区和

“城市原点”的应有之义，也是迎接四方嘉
宾的必然之举。

活化古城人文资源
打造文旅融合地标

深中通道正式开通后，深圳中山两地的通行时间将大大减少。这一交

通巨变，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深中两地人流、物流的便捷往来，更为两地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对于承载着中山数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石

岐街道而言，更是如此。

在深中通道即将通车的历史性机遇下，石岐街道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

置和不断创新的旅游业态，积极融入深中双城文旅发展的大格局中，努力

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新地标，为中山文化传播开辟新窗口。

6月12日，记者先后走访龙舟文化公园、孙文西路步行街、从善坊历史

文化街区、中山欢乐海岸等多个石岐街道文化地标建筑，看“香山原点”老

石岐如何扬鞭奋蹄焕新生。
本报记者 王蔚然 通讯员 万双双

石岐街道不断创新
旅游业态，积极融入深
中双城文旅发展大格局

6月 12日，中山市民众街道敬老院二楼一间活动室迎来了一批特殊

“住户”。碧蓝色的沙发、多媒体教室、五颜六色的大块积木、三种不同玩法

的“中山造”游乐设备……仿佛进入到一个缤纷的小型游乐场，开启了养

老服务的新模式。

“背后推动这一创新举措的是两名高中生，她们为养老院设计捐赠

了一个多功能空间。游乐设备进入养老院，这样的碰撞融合非常有创新

性，很有意义。”敬老院负责人林丽丽介绍，一来可增加老幼共处的时间，

让孙辈从不愿意来养老院到积极主动探望长辈；二来帮助有认知障碍的

长者进行康复训练，对身体恢复大有裨益。
本报记者 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