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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树下”稻田：邂逅中山版“大理喜洲”
南文社区与安堂社区的交界处并不

明显，若不是有人提醒，恐怕大多数人会
行至他处而不自知。“记住这棵木棉树就
好，左边是安堂，右边便是南文了！”循声
望去，一棵粗壮的百年木棉树就伫立在两
村的交界处，树枝向四面八方舒展开来，
如同一名老者，守护着这方水土。

再往前走几步，便能惊喜地发现，这
样一座低调的村落里，竟然藏着一片如此
开阔的稻田。这个季节的稻田，青黄交错，
每当风吹过，稻田里便掀起层层碧浪，仿
佛大自然的旋律，奏响着夏日的赞歌。

南文社区党总支书记萧建新介绍，稻
田面积约70亩，是全村2400亩农田中，位
置最好的一块。多年来，因为缺乏宣传与
规划，一直“养在深闺无人识”，但随着周
边道路的拓宽、农房风貌的提升、臭水塘
的整治、荒地的盘活，这里逐渐成为了时
下热门的打卡点，每天约有2000人到访。

坐拥如此宝贵的自然资源，若能合理
地开发利用，必将成为南文发展农文旅新
业态的最大亮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未
来我们会将这里打造成集研学、采摘、观
光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区，就像以稻田闻
名的大理喜洲一样，我们要力争打造中山
版的‘大理喜洲’。”萧建新说。

■香山书房：享受一段独处时光
稻田不远处，是由老旧侨房改建而成

的香山书房，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
萧建新介绍，南文的民居向来不外

租，不少老旧房屋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破
损严重也无人修缮，严重影响了社区风
貌。为了增加村民收入，发展乡村新业态，
2023年，南文社区居委会重新制定了股份
制章程，鼓励村民主动将房屋改造升级，
以商业、仓库、工作室等业态进行出租。居
委会还搭建了租赁信息交流平台，免费为
村民对接符合社区发展规划的商家。

经过一年的发展，“朴树下”周边的
不少老旧民居已被盘活，越来越多的网

红小店拔地而起，为南文乡村新业态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龙狮武术馆：青少年暑期习武忙
“嘿、哈、嘿、哈……”行至南文社区清

和街，龙狮武术馆内传来整齐的练功声。
这里原为南文拥翠祖祠，只见古色古香的
祠堂内，十多个孩子正在武术师傅的带领
下，熟练地耍着长棍。

萧建新介绍，南文拥翠祖祠建于1912
年，是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1949年前为
南文村书塾，曾作为生产队址和粮仓，于
1978年翻新，用作青年乐园，1979年更名
为南文龙狮武术馆，为南文龙狮武术队训
练场所。龙狮武术队成立至今 46年，拥有
150多名的会员，会员遍布海内外，每年正
月均聚首一堂举行周年庆。

年逾九旬的萧永定是大涌刘家拳的
第二代传人，现为南文龙狮武术馆的荣誉
馆长。据了解，刘家拳是广东洪、刘、蔡、
李、莫五大名拳之一，传承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史。从 1955年开始，萧永定便在大
涌镇南文、岚田、石井以及沙溪等地担任
武术教练，免费传授武艺。2020年，大涌刘
家拳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项目，目前正在申请省级非遗。

近年来，社区工作人员萧展龙成为南
文龙狮武术馆馆长，负责传承武术和龙狮
队的训练。萧建新说，如今上课人数最高
峰时接近 60人，现有的场地已无法容纳，
于是大家想办法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侨
房后人，商议将位于党群服务中心旁的闲
置侨房进行活化，作为武术馆的新址。

据了解，类似的百年老侨房，社区内
还有近百间，已经盘活的大约有 10间，它
们承载着新的使命，以社区公共文化阵
地、新业态孵化基地等新形态，重新绽放
着光彩。“今年，南文已按照广东省‘百千
万工程’典型选树培育村标准，高质量打
造发展新引擎，接下来，我们将不断提升
人居环境、服务水平和设施设备，推动‘百
千万工程’不断走深走实。”萧建新说。

艺术范遇上烟火气 稻花香伴着书卷味
大涌镇安堂社区、南文社区唇齿相依，共同走上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

因地制宜推进“百千万工程”的乡村振兴之路

大涌安堂，是中山宗祠庙宇保存

最多、最精美，石板路保留最完整的

“中国传统村落”；大涌南文，始建于

元初，是当地村集体收入最高的社

区，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中山县侨

立公医院的创办人萧悔尘，“中国现

代音乐之父”萧友梅的祖籍也在此。

两村以一株百年殷红木棉为分界线，

数百年来守望相助、唇齿相依。为深

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

安堂、南文锚定“经济强、城乡美、社

会治，奋力实现城乡协调共同富裕”

目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蹚

出了一条极具区域特色的发展之路。

近日，记者前往安堂社区、南文社区

进行了走访和调研。

本报记者 付陈陈

■美术馆：不止是艺术的容器
喧闹的锣鼓声，打破了古村的宁静，

7月 18日，由旧民居改建而成的安堂社
区美术馆正式揭幕。这里是集艺术欣
赏、研究、教育和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艺
术空间，占地面积约 130平方米，分上下
两层。

明亮的陈列架上，造型各异的陶瓷
作品散发着温润的光芒，指尖轻触，仿佛
能感受到作者的温度。二楼的青花瓷作
品，浓郁而神秘，仿若天空与海洋的交
织，抑或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山水之韵。细
腻的曲线、流畅的纹饰、灵动的意向，都
是作者对大自然的颂歌。

馆内展出的 270 多件陶瓷艺术作
品和字画作品，均出自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郑宁以及团队之手。今年 4 月 30
日，郑宁与安堂社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计划借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专
业优势和学术支持，以及自己在陶瓷、
茶道等艺术领域的知识和资源，为安
堂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注入新
元素。

“以后游客来到安堂，又多了一个打
卡点！”安堂社区“百千万工程”总体顾
问、珠海市有计城乡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志彬介绍，近年来，安堂社区重点打
造“三街七巷”文旅融合商业街项目，包
括隆都美食街、风情民宿街和文化艺术
街。此次美术馆的落成，不仅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更加丰富的艺术元素，也进一步
推动了文化艺术街的成形。眼下，安堂书
画馆、茶道馆、陶艺基地等场所也都在快
马加鞭地建设中，其中书画馆已经准备
施工，陶艺基地即将立项，待项目一一落
地后，文化艺术街也将更加完善。

■安堂美宿：得闲放松 回归生活
保存完好的青石板路，是安堂社区

的一大特色，一场大雨过后，石板路上泛
起淡淡的光泽，宛如一幅水墨画，安堂社

区的第一间民宿就坐落在此。近年来，由
安堂社区、中汇集团、大涌镇政府三方协
作，组建中山市汇安文化旅游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采用“市属国资+镇村集体资
产”创新合作建设模式，依靠专业团队运
营，打造了这间极具岭南特色的民宿
——安堂美宿，既增加了旅游设施配套，
也拓宽了集体经济的增收渠道。

这间青砖灰瓦、由旧民居改造而成
的民宿共七室二厅，接待室、厨房、茶室
一应俱全。为彰显隆都红木文化，民宿内
都运用了大量的红木元素，一居一室、一
饰一物，皆不动声色地还原着赏居两相
宜的中式美学。白日可乘凉风品清茗，入
夜可抓繁星卧软榻。

安堂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子龙介
绍，经过数年的运行，安堂美宿已经在本
地颇有名气，暑假期间几乎每天都一房
难求。“为抢抓深中通道通车机遇，进一
步提升游客体验，未来我们也考虑在民
宿街多盘活一些旧民居，将房间扩容，更
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

■小屋咖啡：四方食事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人生幸事，八九不离食”。经过升级

改造，安堂社区不少旧民居、侨房摇身一
变，成为新晋网红餐饮店，长堤街的美食
业态初步成形，为古村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今年年初，大涌媳妇唐淑仪在长堤
街 22 号开了一间精致的小店“小屋咖
啡”，一楼为主店面，供应咖啡和各类烘
焙甜点。二楼则是温馨精致的堂食玻璃
小屋，适合三五知己聊天小聚。

为了提升小店的人气，她平时会在
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宣传，社区公众号
也会帮忙推广，如今开业两个月，生意越
来越好，前些天还有深圳游客专门过来
探店。

位于百岁坊街 42号的幸子食院，其
独特的网红糖水、甜点、简餐以及茶饮等
美食，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

艺术民宿咖啡馆 文化美学范儿足
安 堂 社 区 南 文 社 区

稻田书房武术馆 村落焕发新活力

▲

百年木棉树伫立在安堂南文的交界处。 李泽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