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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来临，位于港口镇浅水湖畔的“中

山粥厂”热闹起来，炉火上的粥水里翻滚着

新鲜的食材，蒸腾的热气里，食客们一边品

尝美味一边畅聊生活。音乐响起，随着乐队

的助兴，氛围格外轻松惬意。

这间在国庆期间开业的餐厅，以“旧

厂工业风”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迅

速出圈，“闻香”而来的食客不仅爱上了这

里的海鲜粥，也爱上这里随手可拍的“旧

时厂景”。

一间曾沉寂 20年的老旧发电厂，经

过一群年轻人的“重新定义”迎来了新生，

成为港口镇内又一处集美食、营地、音乐

为一体的网红打卡点。

本报记者 闫莹莹 通讯员 吴君嫦

■老厂区里保留着旧时光
走进“粥厂”，怀旧感扑面而来。斑驳的

墙面记录着岁月的划痕，十余米高的车间顶
还保留着一台旧的机电滑轮，当年的发电机
早已搬出厂区，腾挪出来的大空间被一排排
长桌替代。车间的轰隆机器声被人声取代，
空气中飘散的是最抚慰心灵的人间烟火。

位于兴港路一号的港口发电厂，曾是
镇内唯一的民营发电厂，于 1989年 1月 1
日破土动工，同年 9月 1日正式投入生产。

“我老爸说，当时有 6个工程队同时施工，
仅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建设。”

“厂二代”80后苏剑钊对老一辈人艰苦奋
斗的工作精神记忆犹新，也对少年时在工
厂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印象深刻。

2004年，完成历史使命的发电厂宣布
永久关闭。最辉煌时，这间发电厂有工人30
余名，三台发电机组可24小时持续供电，与
中山市电网并网发电，为当时的城市发展
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电力支持。

“关闭后厂区就一直闲置，直至去年，
我们借着城市工改为这间旧厂区找到了
新出路。”苏剑钊介绍，“我的合作伙伴里
有教师，有律师，有老板，我们都挺怀旧，
想留住一些关于城市的记忆，所以在改建
上选择了对厂区原貌的保留。”

■文旅赋能，老厂迎新生
“到这里吃饭有种回爷爷奶奶家吃饭

的亲切感。”刚到港口游戏游艺产业园上
班四个多月的陈先生说，“粥厂”开在他每
天上下班的路上，一到晚上就非常热闹，
还有音乐传出，直到他在抖音搜到“粥厂”
相关的短视频，才决定亲身一探究竟，“这
里的出品也不错，价格也亲民，我可能会
把这里当成小食堂，经常来。”

新“粥厂”保留了 6000平方米的厂区
面积，将生产区、办公区和宿舍区做了重

新定义，大生产车间改为大餐厅，并对露
天部分做了修整完善，开辟为有自助粥底
火锅、茶饮、营地露营、乐队驻唱等为一体
的休闲餐饮区，宿舍区则改建为私房菜，
为食客提供定制服务。

厂区内建筑则在保留原有特色和框
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固，并保留了斑驳
沧桑的外表和墙面，拆下来的“红星”、发
电设备等“老物件”也都适当复原，重新安
置在“粥厂”里，展示着“流金岁月”曾经的
辉煌与情怀。如今，这座网红打卡点已一
跃成为了港口“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继港口青玉立坊后，又一由老厂区改
建成功的“网红”点，为港口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文旅”活力。

据苏剑钊介绍，今年 10 月 1 日刚开
业，“粥厂”便凭借着独特的氛围和美味新
鲜的食物，在国庆长假期间招待了5000多

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
“港口镇政府近期也在对辖区内旧物

业进行盘点，并积极推动文旅赋能，通过
翻新改造，保留原有历史元素和风格，融
合文化美食及本土文化，打造文旅地标。
盘活旧物业，集聚人气，助力经济发展。”
港口镇党委委员苏嘉威表示，下一步镇里
将进一步加强与旧物业的合作，融入港口
历史文化，通过举办音乐活动等方法打造
新的文创 IP，“旧物业本身承载着本地居
民的记忆与情怀，有了文旅赋能使其焕发
新生，既满足了市民情感寄托，又展示了
城市的历史文化魅力。”

近年来，港口镇随着城市更新的脚步
不断加快，散落在城市中的老厂区，随着
时代变迁或停产或搬迁，但通过文旅赋
能，它们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成为“活力港口”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暗”了20年的老旧发电厂又“亮”了
港口镇一群年轻人将闲置旧工厂改建成网红美食新地标，赋能当地“夜经济”发展

食客们一边品尝美味一边畅聊生活。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12个市属公园开放帐篷区
秋日的金钟湖公园依然美丽，湖面清

澈，树木青翠，娇艳的木芙蓉、粉纸扇点缀其
中，茂盛生长的粉黛乱子草与远山近水自成
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在公园内环湖散步慢
跑，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养眼养身的好办法。

“几年前来过金钟湖公园骑行，这次
来感觉变化好大，设施多了好多，好靓。”
已经退休的香港游客林先生，与几位朋友
结伴坐巴士来中山游玩。行程两天，当天
便安排了走金钟湖公园，伙伴们都觉得这
里是老年人徒步的好地方。

跟公司来团建的李女士与同事在湖
边兴致勃勃地拍美照。这几年对中山公园
的变化她看在眼里，最喜欢的就是金钟湖
公园和紫马岭公园，“金钟湖公园有水，很
舒服，紫马岭公园最常带孩子去，可以在

大草坪上野餐，很棒。”
近几年，中山居民逐步享受到了绿美

中山建成公园城市的快乐。这里有依靠绵
长五桂山系的金钟湖公园群，也有穿插在
旧居民小区间的华侨公园，有依山傍水的
森林公园，也有小巧玲珑的社区公园。从
2022年起，连续3年，中山每年推进新建和
改扩建 100个公园。公园建设已经连续 3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选为民生实
事。2022年和 2023年的建设任务已经完
成，2024年内新增 100个新建和改扩建公
园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完善配套服务增强游园体验感
穿过金钟湖公园门楼，看见金钟湖公

园香山书房，香港游客林先生和同伴们颇
有兴味地“刷脸”进去体验一番。一边参

观，一边感叹配套真好。
今年著名主持人窦文涛曾作为香山

沙龙首位嘉宾来到中山华侨公园香山书
房，对书房富有层次、简约时尚的设计赞
不绝口。他认为，一座城市的气质，就藏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而中山人除了可以坐在公园里看书，
还能在公园里吃饭。中山去年开放了紫马
岭公园香山书房、金钟湖公园香山书房，市
民反响十分热烈。今年人才公园十步香草·
日报咖啡、华侨公园香山书房和香山长者
饭堂等公共服务场所也相继对市民游客开
放服务，大大丰富公园配套服务，为市民游
客提供了新的休闲空间和社交场所。

为提升市民游园舒适度，保障游客安
全，中山从完善公园基础设施入手，着力
打造舒适、安全的游园环境。在儿童公园、
彩虹绿洲公园、卖蔗埔小游园等公园、小游
园新增遮阳棚、乒乓球桌、健身器材、座凳
等，为市民群众提供更多休闲健身空间。在
重要公园、广场设置文明引导岗，安排专职
文明引导员在主要公园、广场主入口为市
民群众提供咨询、指引等便民服务。

去年，紫马岭公园一期改造完工，新
增停车位超300个，并拓宽周边道路。近日
紫马岭二期改造提升工程也已动工，将对
破旧慢行道和湖底工程进行改造，并完善
配套设施，新增4座公厕并改建一处。金钟
湖公园群公厕改造也在推进中，将改造香

蕉园公厕、古香林茶山公厕、金钟晚影公
厕等6座公厕，为市民群众办实事。

■多措并举拉近市民与公园的距离

在起湾道与桃苑路交叉口，焕然一新
的卖蔗埔小游园最近成为附近居民早晚
悠闲的好去处。阳光透过高大的细叶榕打
下来，留下适合歇脚的乘凉地，新铺的草
坪供儿童自由玩乐，健身设施给长者活动
腿脚。“卖蔗埔”纪念碑提示游人，这里有
昨天奋进的历史，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前人
努力奋斗来的。

除了大型生态公园和城市主题公园，
中山还建成了一批市民身边的小游园，增
加了市民步行快速可到达的公园绿地空
间，如对悦来南路东北角、卖蔗埔小游园
等开展微更新、微改造。

记者从中山市城市园林管理中心了
解到，中山人才公园这类开放式公园不再
设置保安门岗，也没有固定的开闭园时
间，全天均可进出。但市属公园园内灯光
普遍于 22：30-23：00关闭，关灯后不建议
市民群众入园。“对于公园建设中打开公
园边界的新趋势，市属公园的管理模式也
将与时俱进，与新趋势接轨。如逐步减少
各出入口的保安岗位，改为流动巡逻岗，
部分用于围挡的绿篱也更换为可供行人
自由出入的草坪等。”中山市城市园林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解释。

打开公园边界 美景触手可及
“变化好大，好靓！”10月16日上午，几位香港游客结伴来到金钟湖公园游览，看到

宽敞的金钟湖公园香山书房，他们颇有兴趣地进入观赏。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近几年中山全力打造的高颜值公园正成为本地居民

和外地游客的休闲游览胜地。

公园内书房、日报咖啡、香山长者饭堂等公共服务场所相继开放，为市民游客提供了

新的休闲空间和社交场所。随着市民秋日休闲野餐需求的增多，继紫马岭公园、金钟湖公

园、古香林公园等市属公园开放帐篷区后，今年人才公园和秀丽湖公园等也相继开放帐篷

区，新增帐篷区公园绿地超11万平方米，目前市属公园帐篷区绿地接近17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李红

中山通过开放帐篷区、完善配套服务、改造基础设施等方式，拉近公园与市民的距离，增强群众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