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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孙文西路步行街新一轮的“微改造”如火如荼进行，施工围

蔽之下的思豪大酒店正悄然经历一场蜕变。这栋拥有百年历史的传奇地标

建筑见证了中山的风雨变迁，如今在孙文西路步行街“微改造”工程的推动

下将再现风华，为中山文旅注入新的活力。未来它将以怎样的新面貌重生？

记者对话石岐街道香山古城保护活化中心主任田湘攸进行深入了解。

本报记者 何淼

■百年风云：思豪大酒店的前世今生
中午时分，孙文西路步行街的游客逐

渐散去，施工的工人获得片刻休憩，思豪
大酒店的改造工地终于安静下来，大门上
方，红底黑字的“石岐旅店”牌匾显得格外
醒目。“我们拆除大门旧广告牌的过程，就
像打开时光胶囊，每一层遮蔽物下都是历
史记忆。”田湘攸告诉记者，“石岐旅店”是
思豪大酒店后期改为国营时期的招牌，在
改造拆除过程中重新露出。

思豪大酒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
20年代，孙中山先生倡导金融革新之际，澳
大利亚华侨郭泗泉回家乡筹办香山银行，
岭南地区最早的现代银行建筑由此诞生。
意大利进口水磨石地面、英式拱券门窗与
中式砖木结构的碰撞，让这栋建筑一落成
就成为中山民国时期的地标。然而，香山银
行仅持续了一年多，便由李文枢接管并更
名为集美银行。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为思
豪大酒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抗日战争
时期，这座高五层的精美建筑遭受了日军
的多次轰炸，昔日的繁华瞬间化为残垣断
壁，只留下一片废墟。1948年 4月 4日，中
山县商会会长陈德联在原址重建了思豪
大酒店。开业之际，其盛况空前，不仅在中
山县本土引起轰动，还吸引了澳门和香港
媒体的目光，成为当时的焦点。

“当时全中山县旅店业共有电话15个，

思豪大酒店就占了6个。酒店的每一单房和
厢房都配有一台收音机。”田湘攸表示，作为
中山酒店业先驱，思豪大酒店创下三项第
一：首家现代旅社、首间西餐厅、最负盛名的
顶级酒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思豪大酒
店的命运几经波折。20世纪50年代，它曾被
用作石岐市的公安局住所；60年代又被移交
给当时的餐饮公司，成为国营旅店，并更名
为石岐旅店。此次“微改造”发现的旧牌匾，
正好印证了思豪大酒店的这段历史。

■修旧如旧：重现百年建筑历史风貌

“建筑的前厅，是日军轰炸后残存的部
分，年代最为久远。”田湘攸表示，此次微改
造挖掘出不少思豪大酒店的“老物件”。除
了“石岐旅店”牌匾外，还有大门的水刷石
工艺石柱、铁艺窗花、前厅的古董百叶窗、
雕花木楼梯扶手……思豪大酒店建筑内部
的地板曾经翻修过，田湘攸推测，此次重建
地板有可能发现民国时期的花砖。

此次改造的核心理念是“修旧如旧”，
尽可能保留建筑的历史痕迹。在改造前，
建设团队对思豪大酒店整体建筑进行了
勘测、取样、评估，外立面的石灰剥离后，
露出底下保存完好的青砖。“看到精美的
青砖丝缝外墙，我们萌生修复重现的念
头，希望让游客看到这栋百年建筑的历史
风貌。”田湘攸表示，为了实现修旧如旧的
目标，目前已聘请了专业团队进行青砖外

墙的修复。另外，思豪大酒店现状已隔断
成一个个小单间的结构，未来将对二楼以
上的空间格局进行重新调整，恢复客房的
布置；大门的水刷石工艺石柱、铁艺窗花，
前厅的古董百叶窗以及雕花木楼梯扶手
等旧物也将一一修复重现。

“一条孙文西，半部中山史。思豪大酒
店所处地理区位绝佳，面朝大笪地、大庙
下等景点，背靠着烟墩山、阜峰文塔，右邻
商业博物馆，游客在这里能体验时空穿越
感，仿佛重返 20世纪 20年代繁荣的孙文

西。”田湘攸表示，孙文西路步行街完成
“微改造”后，思豪大酒店将实现美丽蜕
变，计划以民国风主题民宿重现百年风
华。“思豪大酒店的重生，不仅是对历史的
传承，更是对未来的创新。我们期待它为
中山文旅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变化。”

当鎏金吊灯再次点亮，当西餐银器重
上餐桌，这里将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时
空驿站。改造后的思豪大酒店，将以独特
的文化魅力为中山文旅注入新活力，让游
客在这里邂逅穿越历史的浪漫。

百年传奇地标将再现“最炫民国风”
在孙文西路步行街“微改造”工程推动下，见证中山历史的思豪大酒店计

划修旧如旧，改造为主题民宿

百年建筑思豪大酒店将通过修旧如旧，改造成民国风主题民宿。 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互联网+”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4 月 11 日下午，记者走进南朗街道

崖口村，看到一大片稻田汇聚成翠绿的
海洋，如诗如画。记者坐在一家名为“禾
悦咖啡”的店门口，发现不时有操着不同
口音的游客穿梭而过，旁边还有几位来
自香港的游客也坐在稻田边，品味着香
醇的咖啡，沉醉于这幅宁静而壮观的稻
田风光里。

“现在是淡季，游客还不算多。我们正
在为‘五一’小长假做准备。”正在店里为
客人制作各式饮品的“禾悦咖啡”主理人
庄子宁告诉记者，崖口村的“村咖”慢慢兴

起，逐渐成行成市，为中山文旅产业添砖
加瓦。

记者了解到，庄子宁原是一位在台湾
服装行业打拼多年的职场人。在日常生活
中，她非常喜欢在咖啡的香气中寻觅心灵
的宁静。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来到风景如
画的崖口村，被这里的秀美景色深深吸引
了。于是，庄子宁决定在崖口开设一家属
于自己的咖啡店。

“在崖口集装箱式餐饮一条街，我算
是比较早开咖啡店的。”庄子宁透露，咖啡
店开设之后，崖口村非常支持。“这里的稻
田真的是很美，顾客都是在小红书或者一

些网络上看到崖口，旺季的时候，一天营
业额最高时可能也有上万元。”

南朗街道崖口村党委委员谭锦艳透
露，为了培育乡村新业态，崖口村在持续
提高农房风貌和新农村建设水平的基础
上，巧妙地借助市、街道、村三级宣传资
源，积极引导商家和自媒体通过数字化网
络平台，深入推广新农村建设，以此促进
乡村的全面发展。

同时，作为村党委委员的谭锦艳还亲
自出镜，制作系列宣传片在网络上发布，
一起把崖口村打造成网红村。

■新模式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崖口村成为“网红村”之后，一座座别
具匠心的民宿也陆续开放。在湖南郴州经
营民宿的谷政朝通过网络，了解到崖口村
的独特魅力后，毅然决定在崖口开设一家
民宿。他将崖口村稻田旁的一幢白色小
楼，改造成了风格独特的“野小院”民宿。

记者在现场看到，“野小院”以石墙为
特色，半开放式的小厨房被石墙巧妙包
裹，屋檐下悬挂的茶幡在蓝天下随风摇
曳，仿佛是从石头中跃然而出的小铺。这
种别具一格的设计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
光，使“野小院”民宿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
热门胜地。

“‘野小院’跟稻田的契合度是非常高
的。在策划之初，我们就曾到多地考察过。
像那个窗户，我们用最好的构图去取外面
的景，让游客坐在室内也能看到稻田外的
风景。还有，我们的茶室，也特别有乡村休
闲的气息。”谷政朝透露，“野小院”简约的
装修与稻田的自然风光形成完美的搭配，
营造了惬意、舒适的氛围。“在春天的和风
暖阳下发呆，枕着稻香缓缓入睡，成为了
城市人的一种享受。”

“我们非常侧重于网络的宣传，特别
现在这种自媒体的发展，我们会主动在小
红书、抖音等平台宣传，以及客人自发地
传播。只要我们的流量达到一定的量之
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商业价值。”谷政朝
还告诉记者，随着城市里的“数字游民”的
增加，“野小院”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许多
自由职业者会带着工作到这里来住三两
天，公司有重要事项了，一两个小时的车
程就回到公司，对本职工作不但没有影
响，反而工作效率会更高。

据统计，崖口村今年第一季度迎来了
超过 210万人次的游客，创下了新的接待
纪录。崖口村不仅成为游客心驰神往的目
的地，还吸引了大批青年人才进驻，将“诗
和远方”转化为本职工作，助推中山文旅
产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南朗街道崖口村借力“互联网+”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新模式

游客稻中游 产业逐“绿”来
4月的崖口村，目之所及，皆为生机勃勃的翠绿。在崖口村“野小院”民

宿里，老板谷政朝正坐在电脑前，不时处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订单。他

高兴地说：“五一小长假快来了，订单非常多，基本处于满房的状态。”

记者获悉，在崖口村，一批乡村咖啡店和民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崭露

头角。这些新兴的休闲场所，不仅为年轻人打造了一个舒缓身心的避风港，

更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在这里，一批批“数字游民”可以

远离都市的喧嚣，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同时也推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

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何腾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