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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将天际染成橘红色，与三两好
友坐在田间咖啡店旁，看一片绚烂的花
海，好不惬意！随着千亩连片稻田收割
的热潮渐渐淡去，近段时间凭借格桑花
海、南朗街道崖口村再次“出圈”。1月
14日下午，即使是工作日，花海中拍照打
卡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

对于中山而言，崖口村“出圈”并非
个例。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志恩介
绍，2024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聚焦“百
千万工程”，通过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培育“强村公司”和“乡村文旅
CEO”等方式，打造出南朗街道崖口村、
三乡镇雍陌村、五桂山街道桂南村等一
批“网红村”。

“网红村”以“典”带面，带来人流的
同时，也催生了多元业态，实现了“百千
万工程”强镇兴村富民目标。数据显示，
2023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5.2%，中山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42:
1，连续10年保持全省最低。

本报记者陈雪琴 通讯员廖志高

■补齐基础短板扮靓乡村“面子”
从格桑花海向远望去，水红色的屋

顶格外亮眼，这是崖口村存量农房风貌
管控提升取得的生动成果。崖口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谭锦鹍介绍，去年崖口
在乡村规划建设提档升级、农村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以新村大街、田边
路作为示范带，通过农房屋顶“平改坡”、
建筑外立面清洗翻新、农房院墙修葺和
粉刷等方式，实现乡村颜值“大提升”。

以绣花功夫推动存量农房微改造，
是“百千万工程”典型培育村的必答题。
截至目前，全市53个“百千万工程”典型
培育村中，崖口、桂南、雍陌、曹边等4个
村，全域完成存量农房风貌提升。

“在推进存量农房风貌提升改造过
程中，我们实行一村一策、一房一方案，
避免出现百村一面、千房一面的情况。”
杨志恩表示，对具有文化韵味的建筑构
筑物、图案花纹等，尽可能保持原貌，防
止简单“一拆一喷”；对普通的居民农房，
则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屋顶形式、腰线、

阳台、围墙等方面进行协调，使得农房风
貌与村居环境整体协调，呈现干净、整
洁、美丽的乡村风貌。

大抓人居环境建设，是2024年广东
“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之一。而人居环
境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存量农房风貌管
控提升只是其中一隅。按照市委强镇兴
村富民“13388”行动的有关部署，去年以
来全市大力实施美丽田园专项提升行
动、“三清三拆三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还大力实施“见
缝插绿”绿美乡村建设，打造舒适、优美
的公共空间，擦亮乡村底色。

截至目前，全市222条涉农村居全
部达到省美丽宜居村标准，构建出“点线
面”全域美丽大格局。

■多元业态入驻夯实发展“里子”
“美丽风景”也催生了“美丽经济”。

以中山最老牌的“网红村”崖口为例，该
村利用得天独厚的稻田、海堤资源，吸引
了民宿、轻餐饮、咖啡等多元业态进驻，
夯实了村庄发展肌理。谭锦鹍透露，目
前崖口已建成特色民宿9家，初步形成

“崖口民宿集群”，同时通过盘活东堤地
摊经济，设置90多个摊位免费提供给本
地青年，鼓励青年探索新业态，为乡村发
展注入“新活力”。

“2024年，崖口村吸引超500万游客
参观，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000万元。”谭
锦鹍自豪地说，目前崖口依托咸淡水交
接地域特色，打造出“海鲜一条街”，并将
稻田集装箱风情街和滨海海鲜一条街串
联起来，形成超6公里的“美食经济带”，
形成“海上日出+稻田落日”乡村特色生
态景观，让崖口成为典型的“特色滨海稻
田渔村”。

多元业态入驻夯实发展“里子”并非
崖口个例，南朗、大涌、板芙、五桂山、三乡
等农文旅资源丰富的镇街，构建出特色农
业、文化旅游、民宿经济、手工艺品制作与
销售的多元乡村旅游新业态。例如，大涌
镇安堂社区通过“吃住游研学”全方位发
力，探索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实
现了“村企赋能”推动乡村振兴；板芙镇里
溪村则以农文旅的深度融合为引擎，通过
大力发展休闲旅游、研学旅游、红色旅游，
推动乡村文旅新业态发展。

■农文旅资源“串珠成链”释
放乡村价值

目前，全市认定国家级乡村旅游重
点村2个，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3个，国
家3A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类）4个，省
乡村民宿示范镇1个。广阔的乡村蕴含
了巨大的农文旅资源，全市还依托“香山
古韵”“岐水流芳”两大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带，以“强村公司”和“乡村文旅CEO”
为抓手，将村庄散落的资源“串珠成链”，
搅活乡村经济发展“一池春水”。

“自推出‘桂南学村’公共品牌以来，
我们带动了超百万元的经济效益。”中山
市桂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郑
贤杰曾在采访中表示。作为中山“强村
公司”的典型，桂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通过引入专业的智力团队，开展文旅
项目的规划统筹、招商、管理和运营等事
宜，充分盘活农村资源。看似只是一个
公司的收益账，但其背后是一本农村集
体经济账。据统计，全市现已有强村公
司 179 家，涵盖全市 21 个镇街，其中
2023年底全市强村公司实现收入近30
亿元。

市民朋友前来崖口村游玩。 见习生 张景天 本报记者 明剑 摄

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改造工作
在2023年、2024年连续被纳入广东省十
件民生实事。

为加快推进“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中山市民政局按
照“一户一策”“一户一档”的原则，通过专
业化服务和市场化运作，采取施工改造、
设施配置、辅具适配等方式，改善老年人
居家环境，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
和便利性。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1131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累计
资金投入174.1万元。

本报记者黄靖怡

■居家量身改造，养老更稳更安心
1月10日，记者来到沙溪镇康乐村特殊

困难老年人明姨家中，视力一级残疾且独居
的她，正摸着新装的墙面扶手拾级而上。

明姨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姐姐和外甥

照顾，她的居所不大，主要分为卧室、厨房
和洗手间。据介绍，以前明姨的房子十分
老旧，房屋横梁、瓦顶年久失修，每逢下雨
总会漏水。洗手间空间狭窄，地面湿滑，
连个洗手池都没有。“这个洗手间，以前连
地基都没有，是青砖搭起来的。后来我们
给她重建了一个。”沙溪镇公共服务办社
工刘凤霞说。

“全镇摸排期间，我们村将明姨家列
入了居家适老化改造名单，由市财政资
金、镇慈善资金共同出资，工程花费约3万
元。”康乐村水溪小组组长陈颖松说，2024
年下半年起，市民政局、沙溪镇联合对明
姨的房屋进行适老化改造，在征求本人及
家属意见后，保留了卧室，对卫生间及厨
房进行拆除重建工作。

如今，明姨的家“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卫生间墙身洁白结实，里面装上了
新马桶、抽风机和门窗。厨房配备了厨
台、洗菜盆、水龙头和烟雾报警装置。同
时，对卫生间和厨房进行了给水、排水、排

污管改造，配置了整套用电设备。在充分
考虑明姨视力情况下，地面铺上了磨砂防
滑地砖，在房屋门口及卫生间安装了无障
碍扶手。“感谢政府的关心，现在房屋地面
防滑，有扶手，还有雨棚，这样她平时自己
出入都问题不大，我们也放心许多。”明姨
外甥陈先生说。

据悉，2020-2024年，沙溪镇共完成适
老化改造41户，投入资金17.2万元。其中
2024年完成7户，投入资金7.3万元，其中
市财政资金2.1万元，镇慈善资金5.2万元。

■从“有”到“优”，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持续升级

明姨家的成功改造，是全市提升、落
实居家养老服务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山先后出台了《中山市推
进居家养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关于深
化改革推进中山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从
量到质提升的实施方案》《中山市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不断

升级居家社区养老设施及服务。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方面，市民政局为

特殊困难老年人量身定制家庭适老化改
造方案，对老年人居住的卧室、卫生间、厨
房、客厅等主要活动区域进行适老化改
造。比如，卧室配备防滑地垫、护理床，卫
生间安装扶手、坐便器等，以降低老年人
居家生活风险，提高生活便利性。此外，
按需进行必要的智能化改造，为老年人家
庭安装紧急呼叫装置、烟雾报警器、燃气
泄漏报警器、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等，实现
对老年人居家安全与健康状况的实时监
控，便于及时响应突发情况。2024年以
来，中山共完成231户居家适老化改造。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科长
陈启枢表示，2025年将继续开展居家和社
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主要针对家庭养
老床位建设和上门养老服务，为居家老人改
造家庭养老床位，并提供居家家政服务、护
理照顾等，让老年人在家也能享受到养老机
构般专业、安全、便捷式的养老服务。

扮靓乡村“面子”夯实发展“里子”
中山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打造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网红村”

2024年以来，中山共完成231户特殊困难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老年居家“有碍”变“有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