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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著书，不只是写作者
的“一厢情愿”，而是地方与媒体
的“双向奔赴”。

2020年，初到南朗工作的欧
嘉喜欣然发现这里人文历史资源

“厚重”。孙中山、杨殷、陆皓东、欧
初、阮玲玉、方成等一大批名流贤
士诞生于此，现代文明与历史文
化在这里交融，人文光辉与绿美
新风在这里交汇，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独特的地理人文空间，赋
予了南朗深厚的人文土壤。“百多
位历史名人汇集于此，演绎了革
命的故事、宗亲的故事、奋斗的故
事。”作为本地宣传干部，欧嘉喜
思考着，如何让更多人深度了解
南朗、爱上南朗。

巧合的是，曾任中山日报社
总编辑的郑万里同样瞩目南朗。
2020年，他经人介绍，与欧嘉喜等
南朗街道班子成员一拍即合，决
定提早谋划，抢在深中通道建成
通车前，就左步村村情风貌、历史
文化、名人故事、特色产业等展开
深度挖掘，并以图书的形式呈现
流传。

同时进行的还有程明盛著作
的《出伶仃洋：崖口村人文镜像》。

程明盛将崖口的绿水青山、村庄
文化、历史源流、人文镜像巧妙串
联，以“解剖麻雀”的方式为人们
呈现了崖口村的文明切片，呈现
出一幅“精神还乡”的优美画卷。

时间滑至 2024年，翠亨新区
（南朗街道）美丽乡村系列丛书
“家族”再添新成员：《客家魂：广
东白企村人文图谱》《红色华照：
以特色引领乡村振兴》，以及即将
印毕的《中国翠亨：解析名人故里
的文化符码》，几个村互为勾连、
映照，共同勾勒出孙中山故里的
人文图谱和精神原乡。

在新媒体传播一日千里的今
天，为何要选择图书这样一种“慢
传播”？南朗街道领导班子认为，
乡村发展有别于其他，不是事事
都要求快。乡村文化本就是在世
代探索、传承、更新过程中慢慢沉
淀下来的，它既是一方百姓独特
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又是人
们乡土情感、精神文明的生动痕
迹。我们都处于时间的坐标轴上，
除了热闹的快餐文化，总要留下
一些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

深中通道开通首月，南朗街
道一个月接待游客量超 150万人

次，通过餐饮、住宿等拉动消费逾
7000万元。崖口村一家煲仔饭餐
馆老板反映，深中通道开通前，周
末一天卖出几百个煲仔饭，开通
后一天做到1500个左右。“这么大
的客流量，仅靠表面功夫或者快
餐文化是无法持久的，要留人还
得靠真本事、硬功夫。”美丽乡村
系列丛书将继续进行下去，按计
划逐年分步出版，拟在南朗域内
实现“一村一书”。

“甚至不只‘一村一书’，有些
发展变化快的村子，可以谋划创
作‘续集’。”欧嘉喜还提到，该系
列丛书将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
进公共文化空间，并且送到深圳、
寄到海外，让更多人因这份高质量、
深层次的文旅产品而爱上南朗。

在浓厚文化氛围的渲染下，
“冲口作家村”也于今年 4月在南
朗街道冲口村挂牌。翠亨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南朗街
道党工委书记罗绮冬表示，这不
仅是对南朗文化名人的致敬，更
是对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文化底
蕴的深入挖掘和传承，将助力翠
亨新区（南朗街道）打造具有文化
辨识度的文旅乡村新样板。

南朗街道携手中山日报走出“地方人文资源+媒体智力优势”的乡村振兴之路

“百千万工程”需要文化“挖井人”
8月下旬，深中通道通车已月余，南朗街道白

企村的“饭时”延长了不少。这里本就有“厨师村”

之称，2500多人的村子里，干过厨师的不下400
人，现有 20多家农庄。小有名气的“胡须佬”“甘

记”等门前，常常午后一两点还在排队。

新鲜出炉的《客家魂：广东白企村人文图谱》

一书细致剖析了“厨师村”的基因密码，并抽丝剥

茧追溯该村互相交织的客家史、抗日史、侨史，将

客家人的前世今生与精神特质描摹得清晰而准

确。南朗街道党工委委员欧嘉喜表示，把这本书

放到白企村的书屋、农庄，游客按图索骥，就知道

白企村的“真香”除了美食，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人

文历史记忆。

事实上，除了白企村，中山还有许多人文韵

味浓厚的村落。“就南朗街道的文化资源来说，用

‘丰富’来形容都算是肤浅，我觉得必须用‘厚重

’。”欧嘉喜说。近年，南朗街道独辟蹊径，联合中

山日报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

以图书的形式深挖全域人文历史旅游资源，策划

推出全市首套以镇街为单位、以村（社区）为落笔

点的美丽乡村系列丛书，走出一条“地方人文资

源+媒体智力优势”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媒体人写书，常重于调查和发现。他们寻找真相既用材
料更用脚步。《客家魂：广东白企村人文图谱》作者、中山日报
社副总编辑程明盛长年关注乡村题材，从荆楚大地到南粤海
滨，从乡村“空心”到精英“回流”，他一直在观察、思考、发现。

2021年，程明盛于机缘之下听白企村人、中山市律师
协会原会长黄东伟说起自己家族的辗转迁徙，“走出去的
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比留在村里的人多得多”，日寇侵
略时同仇敌忾，改革开放后又回馈家乡，而今不少人归隐
田园。程明盛作为写作者的基因瞬间被激活：这不就是一
个客家村庄的家国史吗！

他开始一趟趟走读白企，村里开农庄的、办民宿的、搞
园艺的、养锦鲤的……但凡有丁点故事可讲的人，都被他
追着访问过。尽管不通客家方言，程明盛还是以记者的敏
锐和锲而不舍，赢得了白企人的信任。随着采访调研的深
入，他脑海里的“白企画像”逐渐清晰：它是一个“红色村”，
这里有众多抗日旧址和英雄故事；是一个“华侨村”，白企
村旅外乡亲和港澳台同胞远超过本地人口，其中户籍人口
仅168人的灯笼坑村，走出了3任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主席；
是一个“厨师村”，这里做过厨师的不下400人，全村每6个
人就有 1个厨师，他们所形成的厨师群落，在珠三角乃至
更大范围广有影响。

翠亨新区（南朗街道）美丽乡村系列丛书的另一本代
表作《红色华照：以特色引领乡村振兴》，也做了同样的“挖
井”工作。

华照村是中共中山县委第一任书记李华照（又写作
“李华炤”）烈士的故乡，历史人文资源丰厚。同时，这里背
山面水，河涌交错，地势平缓开阔，风光秀美怡人。在与华
照村逐步熟悉的过程中，中山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该
书作者黄廉捷决定用自己擅长的散文笔触去书写这部纪
实作品。他希望现代与历史在文字中交融，人与自然在叙
事中和谐共生，进而希望读者感受到这座村庄的肌肤和跳
动，感受它的变化与发展。

华照村有舞木龙的传统民俗，每逢端午节庆，耍龙人
和锣鼓手沿街舞龙巡游，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近几
十年木龙舞日渐式微，华照下属的几个村仅剩麻西村保存
有两条木龙，相关习俗活动一度停止多年。黄廉捷在书中
以“厚土生辉”为题，详细挖掘并记录了华照人舞木龙的记
忆，以及重燃木龙之火的过程。2023年6月22日，端午节，
华照村木龙盛大巡游，华照人的民俗热情再次被点燃。

华照村党委副书记李桂玲表示，适逢深中通道通车，
华照村计划与第三方合作，通过专业力量开发、运营村内
资源，特别是将木龙与旅游、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设计开
发以木龙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和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高质
量服务。

中山广播电视台原主持人楚
风常常往来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她向友人感慨，从城区驶入翠亨
快线，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即可
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景色，这种感
觉甚为奇妙。对于“美丽乡村系列
丛书”中所展现的人文画卷，她形
容自己“像追剧一样追着读”。

崖口村禾田·香野民宿负责
人、崖口村民谭健也曾表示：“很
多游客来崖口入住我们民宿后，
都会翻阅《出伶仃洋：崖口村人文
镜像》这本书，他们由此了解崖
口、了解中山。”

结合南朗“一村一书”的实践
经验，程明盛思考并总结了乡村
文化资源挖掘及利用的现实路
径：第一步，各村镇要有资源，并
且基层要重视、支持；第二步，地
方主流媒体要勇担责任，一批作
家型记者愿意投身乡村，用求真
求实、格物致知的态度书写故事；
第三步，引起更高级别媒体的关

注，如央媒、省媒跟采跟发，提升
地方知名度和美誉度；第四步，社
会自媒体接棒，从不同角度、用丰
富视角沉浸式体验乡村，并在众
多平台实现内容分发，进一步提
高传播的抵达率。

以崖口村为例。2020年底，中
山日报刊发文章《一条产业链上
的乡村振兴》，后荣登“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首屏首页推荐栏目，获
得较大关注，吸引了央媒等一众
媒体跟进。紧接着，来自市内外各
地的自媒体博主们纷纷涌向崖
口，拍日出日落，拍民宿，拍美食，
崖口一步步进入了网红村的“流
量池”。

“我们常常说要挖掘乡村文
化，怎么挖掘出具有独特性、具有
传播力的乡村文化？”程明盛认
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恰在地方主
流媒体。一批作家型、研究型记者
具有敏锐的发现视角和调查能
力，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治学

能力，更可贵的是具有不计得失
的人文情怀，这些都是书写好作
品的核心要素。作为写作者，郑万
里曾在书中表达过这种“快乐”：
通过历史书籍和历史学家给出的
信息，我们能够慢慢将历史人物
的诸多片段连接起来，使其焕发
风采。这个过程恰似历史遗迹的
发掘，可以将各种历史碎片甄别
分类，精心复原，进而描绘出这个
遗迹的本来样貌。这个过程虽然
辛苦，却充满乐趣。

在“百千万工程”实施过程
中，中山日报社不遗余力支持各
类乡村文化振兴项目，从里溪村
文化风貌提升到记者专家“侨村
行”，从左步稻田音乐节到金色大
地音乐会，无不倾注着媒体人的
担当和情怀。作为乡村文化的“挖
井人”，他们相信乡村文化的这泓
活水，会滋润所有游子离人的心
田，也会灌溉整个社会发展的春
田。

乡村文化出圈的“四步走”路径

本报记者 谭桂华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文火煲”

南朗街道冲口村的星舰营地。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媒体作家是乡村文化“挖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