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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帆 通讯员 陈祖仪）11
月21日，记者从神湾镇获悉，为迎接开馆
两周年，今年11月至明年1月，神湾侨史
文化馆推出联名打卡抽奖活动，市民游客
可前往宥南村，体验一场“百里西江·中山
画廊”侨村行“奇遇”。

宥南村是神湾镇历史文化原点，也是
“百里西江·中山画廊”的南入口。这里山
水如画、人文如诗，侨文化底蕴深厚，是“风

韵南粤·文化兴城侨村行”的重要一站。
坐落于宥南村十二环自然村的神湾侨

史文化馆，在2023年1月开馆。该馆由当地
具有百年历史的彭氏宗祠修缮改造而来，以
策划文化展览、陈列历史物件、运用声光电
技术布展等方式，最大程度呈现侨乡特色和
侨胞故事，近年来已成为神湾镇特色鲜明的

“侨名片”和热门打卡地。而位于神湾侨史
文化馆不远处，坐落在丫髻山的神湾“初见

营地”，则是文旅新业态助力神湾“百千万工
程”建设的体现。营地内一步一景，展现都
市乡村的年轻态度，为“百里西江·中山画
廊”描绘新业态的活力与张力。

神湾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即将迎来
开馆两周年之际，神湾侨史文化馆联合初
见营地，推出联名打卡抽奖活动，希望市
民游客在打卡的过程中，沉浸式领略侨史
文化馆所承载的侨乡记忆、地方文化，以

及侨村的自然风光、生态魅力。
“其中，我们推出了联名文创杯套，杯

套上有‘百里西江·中山画廊’二维码，市
民游客扫码进入后，可看到侨史文化馆语
音导览、‘侨见神湾’系列视频、丫髻山宥
南旅游景区导览图、打卡活动等。”该负责
人表示，作为侨村行活动的精彩一环，活
动还为市民游客提供侨乡侨韵纸雕灯、文
创礼品等抽奖奖品。

即将迎来开馆两周年，神湾侨史文化馆推出联名活动吸引游客

“奇遇”侨乡 打卡有奖

房前清水流淌，屋后鲜花环绕，中山
市民众街道的隆丰涌畔岭南水乡风情重
现……

在隆丰涌畔居住了四十多年的群安
村村民吴带明，经历过河涌两岸的乱搭乱
建，也等来了河涌水的复明披绿，更等来
了河涌两岸道路的整洁宽敞，繁花似锦。
“现在环境好了，居住得舒心了，家里的小
孩也不再劝我们老人家搬家了，更愿意周
末放假到家里来玩。”吴带明高兴地说。

民众街道坚持以“百千万工程”为统
领，坚决打赢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
2024年，民众街道河涌水质排名稳居全
市前列，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成为非中
心组团8座污水处理厂中首个达到通水
条件重点工程，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
程累计完成约 121公里，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程累计完成 426公里，“治水”工
作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记者 闫莹莹 通讯员 杜立锋

■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
“经过清拆违建占道，河涌两岸道路

已经拓宽到六米。现在，河道两岸加起了
护栏，建起了‘四小园’，村民们也很珍惜
现在来之不易的好环境，都会自觉地保
持河道清洁，不像以前那样往河道里乱
扔垃圾。”站在隆丰涌的岸边，群安村党
总支委员、村委会副主任梁细昌一脸喜
悦地说，经过一番精心整治，隆丰涌两岸
早已今非昔比，用一步一景、三步成画来
形容也不为过，不仅水质已经恢复到了
二三十年前的清澈状态，村民的生活环
境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过。

就在今年4月，中山市全面推进河长
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中山市
2023年度绿美河涌名单中，全市被评为
2023年度绿美河涌的 10条河涌中，民众
街道的隆丰涌（群安村段）便榜上有名。

隆丰涌横跨民众街道锦标村、群安
村，是这一带的主要排洪渠。涌中主要污
染源为居民生活污水，集雨面积约为3.22
平方公里，河涌流域内分布有居民聚集
区、农田和鱼塘等。开展整治前，隆丰涌岸
线普遍存在违建影响景观、停车杂乱无
章、通行不便、亲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造成
周边村民日常生活体验不佳。针对问题，
有效解决。治水工作组深入推动涉水违建
清拆整治工作。坚持以拆促建、以建促变
的工作思路，和村民开展沟通解释和政策
宣传，并组织党员、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
表带头签订清拆承诺书并开展自拆，有效
带动了村民参与和配合项目创建工作。

“最终，隆丰涌沿岸涉水违建共88间
得到清拆，同时带动其他涌段 66间违建
的清拆，总面积超过6600平方米，有效改
善了涌边的直排问题。群安村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于 2023 年 6 月全面启
动，从隆丰涌周边开始，逐步向全村覆
盖。工程完成后，不仅实现了雨污分流，
也极大改善了河涌水质。

自从对隆丰涌及河涌两岸实施生态
环境整治工程以来，河涌两岸的变化日
新月异，慢行系统、亲水平台、栈道、绿
化、照明等纷纷“点亮”两岸。隆丰涌两岸
已全面加装安全防护栏，并对原来的涌
边路进行加宽加固，提升防汛防涝能力
的同时，分别规划出 2m宽人行道和 4m
宽车行道，全路段覆盖路灯，切实保障村
民日常出行和临河用水安全。此外，隆丰
涌还以岸线建设为基础，通过串联浸水
围稻田、北角公园、文体活动中心等地
标，逐步形成一条以自然景观为主、人文
景观为辅的生态绿美长廊，为农文旅融
合发展夯实硬件基础。

大环境变好了，群众生活的小庭院也
要变美丽。两村通过引导群众在房前屋后
种植花卉蔬果，由村民自主建设花园、果
园、菜园、茶园等小型园地，既优化了乡村
人居环境，更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如今，在民众街道隆丰涌河畔漫步，
只见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碧水倒映蓝天
白云，不时可见白鹭飞过。堤岸信步，一
幅美丽恬静的岭南水乡村居图，便徐徐
展现于眼前。

村民吴永球在涌边居住了四十多
年，河涌变美后，他十几年如一日的生活
习惯都改变了：“以前农村哪里有这么好
的路，好多地方都有违建。现在路也宽
了，景也好看了，饭后都养成了跟家里人
在涌边散步的习惯，又或者去旁边的北
角公园看后生仔打篮球，住的环境好了，
每天都开心得很。”

■水清如昨绕村来
“现在这条河涌恢复了我小时候看

到的样子。”多宝社区书记林日华感慨地
说。他生于此长于此，曾目睹河涌从清澈
变得污浊，内心感到沉重和无力。但现
在，经过政府的大力治理，河涌恢复了往
日的清澈，两岸脏乱差的状况也得到了
整治，水清岸绿的景象甚至比记忆中还
要美好。“我们是带着感情来治理这条河
涌的，看到它现在变得这么好，心里特别
高兴。”

为了保水清，民众街道坚持一河一
策，推进未达标水体整治提升，同时配合
做好岸线的环境治理提升。多宝涌为中
山市典型潮汐河涌，全长 1.45公里，河宽
14-20米。河涌上游、下游为自然村，两侧
主要为工业区和居民区。通过一河一策
的整治，治水专班为多宝涌开出了清淤
截污、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药方”。通过
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新建 5.49 公
里；完成现状 3.1公里管网清检修；完成
河道清淤11090立方米；完成多宝花园雨
污分流改造，截污 21户、建管 717米；完
成17家工业企业雨污分流改造。

环境整治，不能少了群众的参与，为
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形成全
民参与、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多宝社区
开启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
指导的宣传工作，通过设立宣传栏、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广泛普及河涌环境保
护知识，同时，全面启动河涌黑点整治工
作，通过建立河涌整治志愿者队伍，定期
开展河道巡查和环保公益活动，对河涌
周边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及时对接街
道河长办，通知保洁单位及时清理河涌
垃圾，全力解决河涌黑点问题。

现在的多宝涌，涌水复明，沿河岸线
近两公里已经覆土放坡，铺设了人行慢
行道，建设起亲水平台，常绿绿植、特色
果树又“绿了”岸边。每当日暮，昔日人人

避之不及的黑臭水岸，如今已经彻底改
头换面，成了人人都爱闲暇时信步走一
走的美景水岸。

“我们厂就在河涌边上，以前经常因
为水臭向社区投诉。”黄梅是社区内一家
企业的员工，现在她和工友都为多宝涌
半年来的景色变化而欢欣鼓舞，“现在工
余生活丰富多了，到河涌边散散步，到社
区里的运动场锻炼锻炼，感觉生活品质
都提升了。”她开朗地笑着说。

多宝涌水变清了，岸变绿了，最有感
触的还是社区居民。“以前水很黑，现在
水很靓。”居民黄洪坤高兴地说，“二十多
年前我们在涌水里看到的鱼和虾，现在
又能看到了。现在环境治理到这样，我们
是真的高兴，特别要感谢政府。”

■再现岭南水乡生态美景
“经过三年努力，民众街道水污染治

理工程基本完成，黑臭河涌基本消灭。”
民众街道党工委委员陈小勇表示。据了
解，近年来，民众街道河涌水质排名稳居
全市前列，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成为非
中心组团 8座污水处理厂中首个达到通
水条件重点工程，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
工程累计完成约121公里，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程累计完成426公里，已完成多宝
涌等 18条河涌清淤，清淤量约 16万立方
米，位居全市前列。一串串数据背后是

“治水”人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和坚持。
如今，民众境内河涌两岸的生态环境得
到了显著改善，为“治水”工作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

“治水比的是决心。就如旁边的隆丰
涌，之前是有很多涉水违建，污水直排，
又脏又臭。村委下定决心，通过宣传发
动，村民自行拆除 150多间涉水违建，河
涌变清了，河涌岸线更美了。其次，比的
是齐心。”陈小勇回忆说，三年前居民是
闻水色变，现在河涌治理成效明显。“治
水最后就是比民心，水环境好了，村民经
常出来逛。”他表示。

据了解，目前民众污水处理厂三期
项目正在试运营阶段，预计 2024年底正
式投产运营，待项目正式投入运行后，将
实现日处理污水量5万吨，民众街道生产
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将得到大大提升。

下一步，民众街道有意持续转化绿
美河涌建设成果，发挥丰富农业资源和
水资源等优势，积极谋划和推动农文旅
融合发展。通过打造完整生态旅游线路、
增设文旅产业配套设施和招商引资等措
施，探索融合乡村旅游、研学、民宿、文化
和美食等项目为特色的发展新模式，促
进集体经济发展。

房前清水流 屋后鲜花绕
民众街道“一河一策”治水护绿，并以岸线建设为基础打造优美

人居环境，岭南水乡风韵再现

民众街道多宝涌被治理后变得清澈。 见习生 张景天 本报记者 明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