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非遗文化积淀是坚实基础

佛 山 地 处 珠 江 三 角 洲 腹 地 ，“ 肇

迹 于 晋 ，得 名 于 唐 ”，倚 江 筑 城 ，历

史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自 古 就 是 工 商 业

发 达 的 岭 南 重 镇 ，与 湖 北 汉 口 镇 、

江 西 景 德 镇 、河 南 朱 仙 镇 并 称 全 国

“ 四 大 名 镇 ”，与 北 京 、汉 口 、苏 州 并

称 天 下“ 四 大 聚 ”，陶 瓷 、纺 织 、铸

造 、医 药 四 大 行 业 鼎 盛 南 国 。 同

时 ，佛 山 还 是 广 府 文 化 的 发 源 地 ，

有 粤 剧 之 乡 、武 术 之 乡 、陶 瓷 之 乡 、

民 间 艺 术 之 乡 等 美 誉 ，目 前 佛 山 有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14 个 ，省 级 非 遗 项

目 48 项 ，所 有 这 些 为 佛 山 开 展 研 学

旅 游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

在 众 多 城 市 名 片 中 ，佛 山“ 世 界

功 夫 之 城 ”的 称 号 最 为 人 所 熟 知 。

在《叶 问》《黄 飞 鸿》等 电 影 的 影 响

下 ，南 拳 文 化 自 佛 山 走 向 世 界 ，成

为 炙 手 可 热 的 研 武 之 地 。 街 头 巷 尾

武 馆 、拳 会 林 立 ，师 徒 相 传 ，生 生 不

息 。 民 间 浓 厚 的 功 夫 文 化 氛 围 ，丰

富 的 武 术 资 源 深 受 世 人 青 睐 和 仰

慕 ，研 学 旅 游 蔚 然 成 风 。

2001 年 ，作 为 广 东 唯 一 的 黄 飞

鸿 武 术 南 狮 传 承 基 地 ，西 樵 山 开 启

“ 黄 飞 鸿 暑 期 夏 令 营 ”。 该 活 动 一

经 推 出 ，全 国 各 地 游 客 慕 名 而 来 ，

不 少 国 外 游 客 也 纷 纷 到 此 虚 心 拜

师 。 这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研 学 旅 游 以 基

本 步 法 、五 步 拳 、徒 手 对 练 等 文 化

课 程 实 训 拉 开 序 幕 ，在 一 招 一 式 中

领 悟 中 国 武 术 的 精 髓 ，在 一 松 一 弛

间 领 会 刚 柔 并 济 的 武 术 魅 力 。 此

外 ，夏 令 营 更 辅 以 武 术 文 化 课 程 、

岭 南 文 化 体 验 环 节 ，全 方 位 展 现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 可 以 在

黄 飞 鸿 故 里 学 习 真 正 的 黄 飞 鸿 功

夫 ，这 个 体 验 很 特 别 。”来 自 深 圳 的

刘 嘉 林 是 参 加 夏 令 营 的 初 三 学 生 ，

自 小 便 迷 上 了 电 影《黄 飞 鸿》，能 近

距 离 领 略 中 国 功 夫 的 魅 力 ，让 他 兴

奋 不 已 。

经 过 十 九 年 的 发 展 ，黄 飞 鸿 暑

期 夏 令 营 已 培 育 了 超 过 3000 名“ 少

年 黄 飞 鸿 ”，独 树 一 帜 的 文 化 口 碑

在 珠 三 角 地 区 广 为 传 播 。 此 外 ，西

樵 山 推 出 了 黄 飞 鸿 功 夫 体 验 课 堂 ，

学 习 南 拳 功 夫 套 路 和 醒 狮 技 艺 ，设

置 观 醒 狮 、练 拳 法 、学 狮 步 等 环

节 。 通 过 打 造 丰 富 的 研 学 旅 游 产

品 ，西 樵 山 将“ 非 遗 文 化 + 旅 游 + 游

学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持 续 擦 亮 佛 山

“ 世 界 功 夫 之 城 ”的 招 牌 ，将 粤 港 澳

的 青 少 年 吸 引 到 佛 山 ，推 动 游 学 市

场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 据 统 计 ，2019

年 ，西 樵 山 景 区 接 待 游 学 游 客 达 3.7

万 人 次 ，其 中 接 待 港 澳 青 少 年 约

3200 人 次 。

研 学 旅 游 擦 亮 了 佛 山“ 世 界 功

夫 之 城 ”的 招 牌 ，融 武 术 与 体 育 竞

技 于 一 体 的 佛 山 龙 舟 文 化 也 同 样 令

人 瞩 目 。“ 中 国 龙 舟 看 广 东 ，广 东 龙

舟 看 佛 山 ”，每 逢 端 午 节 万 人 空 巷

观 龙 舟 竞 渡 、藏 在 街 尾 的 百 年 龙 舟

制 作 工 坊 、“ 盐 步 老 龙 ”，龙 舟 文 化

蕴 藏 在 佛 山 各 个 角 落 ，融 入 佛 山 人

的 生 活 里 。 其 中 ，南 海 更 是 传 扬 龙

舟 文 化 的 佼 佼 者 ，当 地 老 百 姓 打 趣

道 ：“ 在 这 里 ，连 小 孩 儿 都 会 在 家 里

‘ 花 样 划 龙 舟 ’。”在 浓 厚 的 龙 舟 文

化 氛 围 中 ，南 海 九 江 龙 舟 训 练 基 地

将 传 统 龙 舟 与 竞 技 龙 舟 相 结 合 、高

端 国 际 和 本 土 热 情 相 融 合 ，通 过 研

学 课 堂 ，打 造 全 民 参 与 的 龙 舟 文

化 。 从 陆 地 上 蹬 腿 划 龙 舟 到 进 行 基

础 的 龙 舟 下 水 游 ，学 员 们 可 以 亲 身

体 验 划 龙 舟 的 乐 趣 ，开 阔 眼 界 的 同

时 将 独 具 地 方 色 彩 的 传 统 文 化 发 扬

光 大 。

在 佛 山 功 夫 文 化 体 系 中 衍 生 的

研 学 活 动 ，拉 开 了 佛 山 研 学 旅 游 发

展 的 序 幕 ，更 成 为 佛 山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重 头 戏 。 今 年 5 月 ，佛 山 市 加

快 建 设“ 世 界 功 夫 之 城 ”实 施 方 案

出 台 ，开 展“ 功 夫 进 校 园 ”，进 一 步

推 广 功 夫 传 承 普 及 工 作 ，让 功 夫 沉

淀 为 佛 山 的 城 市 基 因 。

功 夫 研 学 游 只 是 佛 山 全 力 打 造

非 遗 项 目 研 学 旅 游 的 缩 影 ，桑 蚕 缫

丝 文 化 、陶 艺 文 化 、美 食 文 化 等 衍

生 的 研 学 旅 游 亦 在 不 断 发 展 壮 大 。

丰 富 的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撑 起 了 佛 山 研

学 旅 游 的 一 片 天 ，“ 旅 游 + 教 育 ”也

让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活 ”起 来 。

以 南 风 古 灶 为 例 。 2008 年 ，南

风 古 灶 景 区 收 购 5 个 旧 厂 房 ，经 过

精 心 改 造 和 运 营 ，如 今 已 成 为 佛 山

规 模 大 、专 业 化 、极 具 影 响 力 的 非

遗 文 化 研 学 基 地 。 园 区 以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为 核 心 ，不 断 探 索 ，勇 于

尝 试 ，把 研 学 旅 游 做 出 了 规 模 和 影

响 力 。

走 进 南 风 古 灶 的 研 学 课 堂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就 是 依 次 排 开 的 60

个 陶 瓷 拉 坯 机 的 庞 大 阵 容 ，每 逢 寒

暑 假 ，这 里 几 乎 座 无 虚 席 ，一 派 紧

张 欢 快 的 学 习 场 景 。 据 南 风 古 灶 总

经 理 张 滢 介 绍 ，“ 小 学 生 和 学 龄 前

的 小 朋 友 来 此 学 习 ，我 们 会 先 让 他

们 很 直 观 地 感 受 泥 巴 的 泥 性 和 塑

形 ，让 小 朋 友 去 摸 去 感 受 。 课 程 会

涉 及 土 壤 的 结 构 ，比 如 说 泥 巴 是 由

什 么 土 壤 结 合 构 成 的 。 年 纪 再 大 一

些 ，就 会 将 研 学 课 程 结 合 到 自 然 学

科 中 介 绍 ，制 陶 的 很 多 细 节 内 容 也

会 在 课 程 里 面 做 详 细 的 教 学 介 绍 。

然 后 在 老 师 指 定 的 一 个 主 题 下 ，让

小 朋 友 自 由 发 挥 完 成 ，有 一 定 的 指

定 性 和 开 放 性 。”

据 了 解 ，南 风 古 灶 的 研 学 旅 游

始 于 2014 年 ，最 初 只 是 陶 塑 ，拉 坯

等 陶 艺 的 学 习 与 制 造 。 随 着 南 风 古

灶 文 化 产 业 园 区 的 建 成 ，剪 纸 、扎

染 、香 云 纱 、木 版 画 、蔡 李 佛 拳 、双

皮 奶 等 不 断 融 入 ，目 前 已 开 展 了 15

门 较 为 成 熟 的 研 学 课 程 ，而 这 些 课

程 的 授 课 老 师 ，基 本 上 都 是 各 门 类

的 非 遗 传 承 人 。

张 滢 说 ：“ 很 多 国 家 级 的 非 遗 传

承 人 都 在 我 们 的 产 业 园 区 设 有 工 作

室 ，在 租 金 上 我 们 会 给 予 一 定 的 优

惠 ，再 邀 请 他 们 作 为 研 学 课 程 的 授

课 人 。 刚 开 始 的 时 候 ，老 师 没 有 特

别 严 谨 的 教 案 ，没 有 一 种 比 较 好 的

教 学 呈 现 方 式 ，甚 至 是 各 方 面 的 教

学 记 录 都 比 较 缺 失 。 现 在 我 们 和 广

州 的 研 学 专 业 指 导 机 构 合 作 ，制 订

教 案 ，有 教 学 用 书 、学 生 用 书 ，我 们

也 会 找 专 家 深 挖 ，做 成 课 件 教 学 ，

朝 着 更 专 业 的 方 向 发 展 进 步 。”

在“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旅 游 ”的 活 化

之 路 上 ，佛 山 市

各 地 不 断 激 活

力 、挖 潜 力 、强 动

力 。 禅 城 祖 庙 为 发

扬 民 间 艺 术 、传 承 非

遗 ，开 展“ 剪 纸 盛 宴 ”研 学

活 动 ；依 托 佛 山 历 史 悠 久 的 蚕

桑 文 化 与 缫 丝 工 艺 ，南 海 丝 厂 建 设

蚕 桑 丝 织 技 艺 研 学 基 地 ；高 明 打 造

非 遗 文 化 体 验 馆 ，策 划 研 学 教 育 线

路 ……

近 年 来 ，凭 借《寻 味 顺 德》《舌 尖

上 的 中 国》等 影 视 IP 的 影 响 力 与 号

召 力 ，顺 德 擦 亮 了“ 食 在 凤 城 ”的 城

市 品 牌 ，奠 定 了“ 美 食 在 顺 德 ”的 地

位 。 2018 年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推 动

“ 研 学 旅 游 入 校 园 ”，顺 德 百 年 传 承

的 美 食 技 艺 乘 着 研 学 旅 游 的 春 风 走

进 学 校 ，顺 德 美 食 体 验 中 心 的 厨 师

们 拿 着 锅 碗 瓢 盆 到 教 室 里 为 学 生 们

上 一 堂 别 开 生 面 的 美 食 传 承 课 。 到

周 末 ，学 生 们 便 会 到 顺 德 美 食 体 验

中 心 进 行 体 验 操 作 ，30 多 个 灶 台 无

一 空 闲 ，烹 饪 教 室 内 一 派 热 闹 景

象 。 此 外 ，顺 德 美 食 体 验 中 心 以 卡

通 漫 画 的 形 式 编 写 美 食 研 学 教 材 ，

拉 近 美 食 文 化 与 青 年 人 之 间 的 距

离 ，让 其 主 动 成 为 美 食 文 化 的 传 承

者 和 发 扬 者 。

“ 这 项 活 动 两 年 间 走 进 了 20 多

家 中 小 学 ，为 超 过 5000 位 学 生 传 播

顺 德 美 食 文 化 。”顺 德 美 食 体 验 中

心 的 负 责 人 陈 厚 霖 表 示 ，通 过 开 展

研 学 课 程 ，有 效 地 将 顺 德 美 食 与 市

民 、游 客 串 珠 成 线 ，令 美 食 文 化 焕

发 出 别 样 的 生 机 ，许 多 小 朋 友 临 睡

前 都 要 求 父 母 说 研 学 课 本 里 的 故

事 。 在“ 美 食 入 校 园 ”的 潜 移 默 化

中 ，顺 德 美 食 文 化 渗 透 到 当 地 人 们

的 血 液 中 ，成 为 城 市 不 可 或 缺 的 文

化 基 因 。

此 外 ，在 美 食 文 化 与 研 学 旅 游

的 结 合 过 程 中 ，顺 德 美 食 体 验 中 心

更 连 续 5 年 推 出 顺 德 美 食 宣 传 册

《十 二 道 凤 味》，并 将 其 带 到 江 西 、

浙 江 等 地 进 行 宣 传 推 广 。 传 统 文 化

活 化 与 研 学 旅 游 对 接 ，让 其 在 新 时

代 重 新 焕 发 独 特 而 悠 远 的 魅 力 。

（张俊 张宝桁）

（未完待续）

广东龙门将举办温泉节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近日，笔者从广东省惠州市龙门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龙门

县将于 11 月 18 日在地派温泉森林度

假区举办“泉因有你 愉悦龙门”第二

届温泉节。

龙 门 县 是 广 东 省 地 热 温 泉 的 集

聚区，各种精品温泉提升了龙门旅游

形象。近年来，龙门县以发展全域旅

游为方向，着力打造特色化、精品化

的温泉产业，形成“龙门十三汤”旅游

品牌。为进一步宣传推介“龙门十三

汤 ”品 牌 ，通 过 开 展 旅 游 结 盟 、“ 温

泉 +”系 列 旅 游 活 动 ，推 出 多 条 精 品

自驾旅游线路和优惠措施。

惠 州 市 龙 门 县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温泉

节 大 力 宣 传 推 介“ 自 驾 游 +温 泉 ”旅

游产品，同时以节会聚人气、以节会

创品牌、以节会树形象、以节会促发

展，助力龙门打造一流温泉旅游和国

际康养旅居目的地。

龙 门 县 目 前 拥 有 温 泉 旅 游 景 区

13 处，被称为“龙门十三汤”，包括龙

门铁泉、云顶旅游度假区、南昆山大

观园、尚天然花海温泉小镇、地派温

泉等。其以 13 个差异性定位的知名

温泉景区为主题，若干温泉景区（点）

为协同，共同体现健康养生汤文化。

“龙门十三汤”是以“优惠政策、行业

交流、产品差异、客源互推”作为品牌

的内在联系，打造以“差异化发展”为

核心的开放动态式的健康堂、汤文化

品牌。 （陈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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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做好研学旅游这篇大文章

走近开平碉楼·创 5A 系列宣传之一

开平碉楼

开 平 ，这 个 粤 中 西 部 的 著 名 侨 乡 ，一 幢 幢 碉 楼 承 载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也 因 广 东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开 平 碉 楼

与村落”的名片而声名远播。东方传统与西方文化在这

座 城 市 碰 撞 融 合 ，游 走 开 平 ，即 是 在 沉 淀 的 历 史 中 穿 越

行走。

错落有致的碉楼巍然耸立，西洋外表下浓郁的东方

风情满溢而出，枕山面水，稻田开阔，一幅别开生面的乡

野画卷徐徐展开，一个辛酸而又美好的开平碉楼背后百

万华侨的故事娓娓道来。

明 朝 时 期 曾 有“ 尺 板 不 得 出 海 ”一 说 ，中 国 古 代 的

“海禁”政策长达百年。在康熙年间全面禁海之下，作为

唯一留存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成了古老中国与世界交

流 的 唯 一 窗 口 。 随 着 传 教 士 、海 上 贸 易 的 不 断 涌 入 ，农

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沿海地区相互碰撞，唤起了人们对

未知世界的渴望，许多广东人漂洋过海到另一个世界闯

一闯、搏一搏。

扬帆起航的船队缓慢驶过平静宽广的太平洋，密不

透风的船舱里是一群群年轻力壮的“金山客”。据《开平

乡 土 志》记 载 ，当 时“ 父 携 其 子 ，兄 挈 其 弟 ，几 于 无 家 无

之。”迫于生计背井离乡，想到遍地黄金的美丽国度去淘

金 ，期 盼 日 后 能 够 衣 锦 还 乡 ，在 故 国 圆 梦 。 小 孩 子 的 歌

谣 年 年 岁 岁 地 唱 着 本 地 人 的 这 个 梦 想 ——“ 燕 雀 喜 ，贺

新年；爹爹去金山赚钱，赚得金银成万两，返来起屋兼买

田……”

远渡重洋，劳作于异国他乡，有数不尽的辛酸，有道

不 明 的 艰 苦 ，有 诉 不 完 的 相 思 ，却 也 为 数 万 开 平 青 壮 年

男 子 谋 得 了 出 路 。 但 当 时 旅 居 海 外 的 华 侨 在 居 住 国 受

到 政 策 的 制 约 ，不 能 在 异 国 安 家 立 居 ，再 加 之 无 法 割 舍

的故乡情怀，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中国传统思想，故几

乎 人 人 都 得 回 乡 建 立 家 庭 ，然 后 把 女 人 留 在 家 乡 ，复 又

独自漂洋过海。于是，建楼房、娶妻、买地成为本地华侨

回乡要办的三件大事，建楼风一时盛行。

20 世 纪 30 年 代 ，一 座 座 防 御 功 能 极 强 的 碉 楼 在 开

平 大 量 涌 现 ，鼎 盛 时 期 达 4000 余 座 ，如 今 保 护 完 整 留 存

下 来 的 仍 有 1833 座 。 千 姿 百 态 的 碉 楼 扎 根 在 田 园 风 光

之 中 ，抬 眼 望 去 无 一 重 样 。 底 部 皆 为 防 匪 防 洪 设 计 ，而

上部则以古罗马廊柱、城堡式燕子窝、哥特式尖顶拱楼、

巴洛克雕花等繁杂多样的装饰彰显主人身份和地位，将

西洋情调与乡野风情融合。

随着返乡行为和频繁来往的家信，华侨们在外耳濡

目 染 的 西 方 文 化 悄 然 走 进 了 开 平 。 在 西 方 文 化 与 传 统

文 化 碰 撞 的 过 程 中 ，开 平 碉 楼 成 为“ 本 土 化 ”的 典 型 产

物，成为当时侨乡人家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思维理念转

变的记录者，是中国乡村接受外来文化的成果。

碉楼外是西洋的装扮，碉楼内的华侨亦“喜番服，重

西餐，讲民主”，但这穿着洋装的碉楼里层层可见的厨房

暗 合 香 火 兴 旺 之 说 ，墙 上 灰 雕 活 灵 活 现 地 将 寓 意 福 、禄

的元素揉了进去，骨子里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中国味。

2007 年 ，“ 开 平 碉 楼 与 村 落 ”入 选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大 会 这 样 评 价 ，“ 它 能 为 一 种 已 消 逝 的 文 明

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如今

古老斑驳的碉楼早已人去楼空，无数华侨家庭离多聚少

的辛酸往事藏在了坚不可摧的砖瓦之下。

得益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吸引力与号召力，原来鲜

为人知的开平碉楼与村落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唱响

了“ 广 东 旅 游 看 碉 楼 ”的 口 号 ，迎 来 送 往 着 八 方 游 客 ，沉

寂百年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又“活”过来了。

如 今 ，开 平 碉 楼 文 化 旅 游 区 正 全 力 以 赴 创 建 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紧紧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

利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主线持续探索与创新，以

“ 华 侨 文 化 、家 国 情 怀 、家 风 传 承 ”三 大 主 题 深 入 挖 掘 碉

楼背后的故事，进一步擦亮世界文化遗产碉楼招牌。

这 曾 历 经 风 雨 的 建 筑 ，如 同 一 部 恢 宏 的 华 侨 史 诗 ，

记 载 着 这 片 土 地 的 兵 荒 马 乱 ，昭 示 着 曾 经 的 富 贵 繁 华 ，

展 现 着 侨 乡 人 民 百 年 不 屈 不 挠 、勇 于 探 索 的 风 骨 ，碉 楼

巍然傲立，正待游人一探风采。 （张宝桁）

几曾沉浮忆当年 开平碉楼背后的故事

话说星湖·创 5A 系列宣传之一

肇庆星湖助力脱贫攻坚
为贫困群众筑起“幸福巢”

广 东 省 肇 庆 市 星 湖 旅 游 景 区 是 传 统 的 生 态 旅 游 景

区，2020 年获得了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称号。多年来，

肇 庆 星 湖 旅 游 景 区 始 终 坚 持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并 举

的 发 展 理 念 ，为 社 会 发 展 作 出 贡 献 ，获 得 了 人 们 的 肯

定 。 自 2016 年 来 ，肇 庆 星 湖 管 理 局 大 力 助 推 精 准 扶 贫 ，

对口帮扶长安镇长安社区、东山村、宝山村、金星村和莫

罗村 125 户 368 人散居贫困户，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 广 东 肇 庆 市 长 安 镇 的 长 安 社 区 内 ，装 饰 一 新 的

房 屋 宽 敞 明 亮 ，白 墙 青 瓦 一 改 原 来 残 破 的 面 貌 。 谁 也

不 曾 想 到 ，在 4 年 前 ，它 还 是 一 座 破 旧 不 堪 、摇 摇 欲 坠

的 泥 砖 房 。“ 我 们 家 的 改 变 离 不 开 扶 贫 驻 村 工 作 队 的 热

心 帮 助 。”长 安 社 区 的 陈 颖 欣 对 于 扶 贫 驻 村 工 作 队 甚 是

感 激 。

近 年 来 ，围 绕 脱 贫 攻 坚 的 要 求 ，肇 庆 星 湖 管 理 局 始

终 坚 持 把 住 房 安 全 保 障 作 为 加 快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要

民 生 工 程 ，抓 主 抓 重 ，统 筹 推 进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为 贫 困

群 众 筑 起“ 幸 福 巢 ”，陈 颖 欣 家 庭 的 改 变 仅 是 肇 庆 星 湖

管 理 局 进 行 农 村 安 全 住 房 工 作 的 一 个 缩 影 。

2016 年 5 月 ，肇 庆 星 湖 管 理 局 扶 贫 驻 村 工 作 队 来 到

长 安 社 区 陈 颖 欣 家 开 展 精 准 识 别 工 作 。 据 工 作 队 走 访

调 查 ，陈 颖 欣 家 庭 共 7 人 ，全 家 仅 依 靠 父 亲 陈 汝 养 在 镇

内 散 工 收 入 维 持 生 计 ，家 中 有 5 名 小 孩 在 读 书 ，最 小 的

孩 子 仅 读 一 年 级 ，一 家 7 口 挤 在 一 间 三 四 十 平 方 米 的

泥 砖 房 里 生 活 。 工 作 队 在 了 解 情 况 后 ，引 导 其 子 女 注

重 当 前 学 业 ，坚 定“ 知 识 改 变 命 运 ”的 信 念 。 此 外 ，扩 大

陈 汝 养 家 庭 肉 猪 、黄 牛 养 殖 产 业 项 目 ，推 动 产 业 扶 贫 和

协 助 其 申 请 危 房 改 造 指 标 。 同 时 ，肇 庆 星 湖 管 理 局 局

长 钱 旭 更 发 动 社 会 热 心 机 构“ 鼎 湖 民 建 ”“ 广 东 狮 子 会 ”

为 扶 持 陈 汝 养 家 危 房 改 造 筹 款 2 万 元 ，使“ 忧 居 ”变 成

了“ 优 居 ”，“ 危 房 ”变 成 了“ 新 房 ”。

与 陈 汝 养 情 况 相 同 的 还 有 莫 罗 村 的 李 秀 连 ，一 间

50 多 平 方 米 的 泥 砖 房 便 是 其 一 家 五 口 的 住 处 。 早 年 ，

李 秀 连 丈 夫 因 病 去 世 ，患 病 期 间 高 昂 的 医 疗 费 用 花 光

了 家 中 的 积 蓄 ，一 名 妇 女 带 着 4 个 儿 女 过 起 了 上 顿 不

知 下 顿 的 生 活 ，仅 靠 低 保 金 与 闲 时 的 散 工 增 加 收 入 。

家 中 4 名 小 孩 ，最 小 的 也 仅 在 学 步 阶 段 。 经 工 作 队 入

户 走 访 后 ，肇 庆 星 湖 管 理 局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为 李 秀 连 安

置 公 益 性 岗 位 ，确 保 稳 定 就 业 之 余 还 能 照 顾 家 庭 ，同 时

帮 扶 李 秀 连 加 大 种 植 、养 殖 产 业 扶 持 力 度 。 此 外 ，工 作

队 帮 助 李 秀 连 向 住 建 部 门 申 请 危 房 改 造 指 标 ，支 持 并

帮 助 她 完 成 危 房 改 造 ，为 李 秀 连 建 起 了 新 家 ，这 座 两 层

楼 的 新 房 带 给 了 李 秀 连 家 庭 生 活 的 新 希 望 。

“ 危 房 改 造 ”是 扶 贫 工 作 的 难 点 ，在 帮 扶 的 5 个 村 子

里 ，长期居住泥砖房贫困户多达 49 户 ，大部分的贫困户

建 房 意 愿 不 大 ，“ 等 、靠 、要 ”思 想 严 重 ，导 致 危 房 改 造 工

作 进 度 缓 慢 ，工 作 队 通 过 政 策 宣 传 、普 及 科 学 知 识 等 各

种形式多次登门走访，对户主或通过其亲属进行思想引

导，切实消除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及顾虑。

在宝山村开展精准识别工作中，一间十分狭窄的泥

砖 房 引 起 了 工 作 队 的 注 意 ，这 个 地 方 竟 住 着 一 家 三 口 。

梁 延 多 家 里 共 3 人 ，他 多 在 镇 内 打 散 工 维 持 生 活 ，妻 子

则 在 家 务 农 ，女 儿 为 中 职 在 读 生 。 因 夫 妻 俩 年 岁 已 近

60，女 儿 准 备 外 出 务 工 ，原 本 就 不 富 裕 的 家 庭 无 心 进 行

危房改造。经过多次与户主交流无果后，工作队与其女

儿梁小蝶取得了联系。梁小蝶表示，如今自己已在实习

阶段，毕业后一定会努力工作，帮家里建造新居，改善父

母的居住环境。在与户主多次交谈和思想引导后，户主

最终改变了陈旧的思想观念。2017 年，梁延多家新居建

造完成并入住，彻底告别了泥砖房生活。

而 金 星 村 的 96 岁 独 居 老 人 也 圆 了 一 直 以 来 的“ 新

房 梦 ”。 欧 玉 英 是 村 里 的“ 五 保 户 ”，几 年 来 ，镇 、村 两

委 和 扶 贫 驻 村 工 作 队 多 次 上 门 劝 导 老 人 到 敬 老 院 生

活 ，但 其 始 终 抱 着“ 落 叶 归 根 ”的 思 想 拒 绝 入 住 。 年 轻

时 ，欧 玉 英 因 走 难 来 到 了 金 星 村 ，没 有 直 系 的 亲 属 ，也

没 有 属 于 自 己 的 宅 基 地 ，在 泥 砖 房 里 居 住 了 几 十 年 。

经 过 多 方 协 调 ，工 作 队 做 通 当 地 村 民 的 思 想 工 作 ，同 意

利 用 富 余 的 宅 基 土 地 给 欧 玉 英 建 设 新 居 ，解 决 其 住 房

安 全 的 问 题 。 由 建 地 基 开 始 ，老 人 每 天 都 风 雨 无 阻 地

到 建 房 现 场 查 看 进 度 ，看 着 新 房 子 一 天 天 建 起 来 ，老 人

家 备 感 欣 慰 。 今 年 3 月 圆 了“ 新 房 梦 ”的 老 人 露 出 了 开

心 的 笑 容 。

截 至 2020 年 5 月 ，肇 庆 星 湖 管 理 局 农 村 安 全 住 房

工 作 取 得 了 明 显 成 效 ，已 帮 助 49 户 泥 砖 房 贫 困 户 全 面

完 成 危 房 改 造 并 入 住 新 居 。 （张宝桁）

南风古灶是佛山市禅城区最早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凭借“陶瓷活化石”和 500 年窑火不绝的美誉，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在这些游客中，总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他

们在参观游览之余，还要研习传统的制陶技艺，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每逢寒暑假或节假日，研习队伍又多了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研学团体，仅在 2019 年，

南风古灶就接待研学游客 2 万多人次，而且近几年以平均 30%的幅度递增，研学旅游在佛山方兴未艾。

2018 年 ，佛 山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体 育 局 大 力 推 动 研 学 旅 游 进 校 园 ，“ 岭 南 文 化 之 旅 ”“ 醒 狮 武 术 体 验 之 旅 ”“ 西 憔 山 理 学 文 化 、书 院 文 化 、地 质 文 化 体 验 之 旅 ”等 一 批

研学旅游线路逐渐成熟。佛山市祖庙博物馆 、南风古灶 、南海影视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研学旅行目的地”。今年 6 月，广东省教育厅认定 97 家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基地，其中，西樵山、盈香生态园、佛山植物园、三水小农街榜上有名。依托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资源和工业、制造业和历史名镇资源，佛山研学旅游大有文章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