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色古香的外墙，错落有致的雕花，这里是
桂城石 社区三村的公厕。远远望过去，这座
公厕与旁边的梁氏大宗祠形成呼应，在绿树映
衬下成为乡村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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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乡村振兴

居民彭叔的手机里，有一

张从微信朋友圈保存下来的航

拍图：右侧的渔船停靠在岸边，

整齐有序；左侧的民居错落有

致，巷道十分洁净。而“C位”是

被绿树环绕的公园，有崭新的篮

球场和各种健身设施。这个美

丽的地方，便是有着独特疍家气

息的凤鸣北区渔村。“这是我家，

很漂亮吧！”彭叔自豪地说。

位于三山片区的凤鸣社区

成立于 2013年，由北区社区

和东平社区合并而成，是一个

兼具城市与农村、工业园区三

种形态的混合型社区。2019
年，风鸣社区被列入为桂城街

道乡村振兴试点单位之一，围

绕北区渔业文化元素开展规划

设计，并落实居民自治公约开

展推进建设美丽和谐新社区的

生态振兴，推进乡村振兴工

作。近年来，凤鸣社区通过开

展“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优

化社区公园及完善健身设施，

不断美化人居环境。

“由于使用时间比较长，以

前的篮球场地面会有一些小

坑，虽然不大但也容易绊人。”

居民邓先生说，虽然自己平时

不打篮球，但自从公园和篮球

场硬底化改造后，不止走路舒

服了，一眼望去也舒服了不少。

凤鸣社区党委书记谭灿

斌介绍，今年社区主要对社区

公园、山边公园进行优化提升，

包括地面硬底化和健身设施完

善，其中篮球场改造就是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一大亮

点。“我们聘请第三方公司进行

设计，觉得蓝色和渔村最配，所

以从地面到灯光架都用了同个

色系。”谭灿斌说，仅花了 12
天，一个崭新的篮球场就出现

在居民眼前。此外，社区公园

和山边公园都增设了健身设

施，成为了孩子们暑假玩乐、老

人们日常消遣的好去处。

谭灿斌说，社区“微改造”

仍在进行中。除了在各家各户

门前放置了新的垃圾箱外，接

下来，社区还会通过房屋门前

晾衣杆整治工程、白石岗地块

规划工程等，进一步升级人居

环境。

公厕虽然只有近60平方

米，但是“五脏俱全”。整个厕所

瓷砖一铺到顶，四面通风，洗手

盆、理容镜、手纸一应俱全；厕格

使用全自动电子感应冲水系统，

还安排专人实行驻点保洁，整个

厕内环境清爽明亮，干净整洁。

“与以前相比，公厕非常干

净整洁，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体

验感。”石 社区三村居民梁先

生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这座公厕今年年初动工，

在原址拆除旧的公厕后重建，

外墙装修风格与旁边的祠堂保

持一致，今年8月初投入使用，

备受居民关注。

“由于梁氏大宗祠前面有

大片的休闲场地以及篮球场这

些运动设施，这里成为不少居

民前来纳凉和放松的好地方。”

石 社区三村经济社委员梁沛

煊介绍，以往很多人都会选择

来这里如厕，俨然成为了一个

“网红点”。而负责该公厕的保

洁员刘叔也介绍，这里备受大

家欢迎，一个早上他就要更换6
次手纸。

用“硬件”聚民心 用“软件”留乡愁
桂城疍家渔村，展现乡村振兴之美

桂城石石肯社区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助推乡村振兴

小公厕让群众“方便”更方便

上班时，顺手将家
中的垃圾扔到门前的垃
圾桶；下班后，迎着北区
渔村的风，驱车驶过 3
个主题浮雕，将小车停
在划好的停车位内；晚
饭后，带着儿女外出散
步，和邻居家的孩子玩
摇摇马、滑梯……这是
桂城凤鸣社区居民邓先
生一天的生活。

得益于乡村振兴工
作，凤鸣社区既保留了
历史渔村的气息，人居
环境也逐步提升。近
日，社区公园中的篮球
场完成改造提升，山边
公园的健身设施也完善
不少，各家各户门前还
放置了新的垃圾箱。这
些“硬件”的升级，串起
了凤鸣居民的生活圈，
让他们的生活更写意、
更幸福。

北区渔村是目前南海最后

一个渔民的村落，这里的居民

祖辈大多数以捕鱼为生。上

世纪 70年代，渔民响应国家

号召，落户在陆上定居点，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继续以

捕鱼为职业的居民越来越

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生存

技能以及观念上的不适应，不

少渔民的生活比较困窘，由此

带来的自卑感在年轻一代中体

现得相当突出。

为了让渔民对渔村文化产

生自豪感、对社区产生归属感，

谭灿斌策划了一系列“用文化

留住乡情”的项目，如将一间旧

鞋厂改造成渔业文化展馆，将

疍家渔村文化融入三大主题浮

雕中，修建疍家文化故事展示

廊等，进一步讲好北区渔村疍

家故事。

渔业文化展馆正门呈现的

是一艘传统的渔船外形，打开

“船舱门”走进其中，便能感受

到浓厚的渔乡文化气息。展馆

总面积350多平方米，墙面主

要以展板的形式展示北区村在

党组织领导下的变迁情况、各

党员对北区村的发展期盼、党

组织在北区村开展的活动情

景、村民生活情况展示等。展

馆内还展出了纺绳车、船木锯

等历史物件，让更多人了解北

区渔业历史。

展馆建成开放后，前来参

观的不仅有当地村民，还有不

少外地游客。村民们也从中找

回了自己曾经失落的自信：“原

来在外人看来，我们的渔村这

么有魅力！”

此外，社区还将文化元素

融入景观提升中，不止在入村

口、市场口和居民楼外墙打造

“乘风破浪”“满载而归”“疍家

精神”等三大主题浮雕，更将疍

家文化故事展示廊设于渔村港

湾栈道旁，让来往游客处处感

受渔家风情。

“我目睹了渔业文化展馆

修建的全过程，也看着涂鸦、

浮雕上墙，公园、篮球场升级，

现在巷道越来越干净，村容村

貌变美了许多。”社区工作人员

彭铭杰是土生土长的村民，他

说，乡村振兴工作让这个小渔

村变得更美，不仅吸引许多摄

影爱好者前来打卡、采风，还

有很多外来游客来购买河鲜。

“作为社区的一员，我很自豪！”

彭铭杰说。

公园篮球场改造完毕 人居环境大升级

建文化馆设主题浮雕
用文化留住乡情

文/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通讯员卢碧云

类似的厕所在石 还有4个，都是设在

人流密集、各村活动场所集中的地段。石

社区党委委员彭盛强表示，石 社区位于

桂城中心城区，现有常住人口1.2万人，外

来人口约2.5万人。社区将“厕所革命”作

为改善民生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主

要工作来推进，因地制宜利用闲置地高标

准建设公厕。

“5个公厕一共投入了近200万去打

造，资金投入按照街道要求是‘三七分’，也

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出30%的资金就可以

了。”彭盛强介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策

扶持，他们都非常支持、用心推进这样的项

目，为附近居民和路过的行人提供舒适的

如厕环境。

“厕所革命”桂城一直在行动。早在去

年，桂城就提出投入5000万元，按照“新建

一批各类公厕、提升一批现有公厕、打造一

批示范公厕”的目标，以市政三类公厕为建

设标准，提升改造85座农村公厕，其中提

升改造77间，原址重建8间。

目前，桂城22个农村社区已基本完成

改建、新建厕所的“厕所革命”，一批批高颜

值的“网红厕所”出现在村道、公园、市场、

街边等地方。

公厕虽小但“五脏俱全”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提升改造85座农村公厕

■凤鸣社区北区渔村航拍图。 通讯员/谢肖兰 摄

■孩子们在新建设的滑梯和摇摇马上玩耍。 珠江时报记者/丁当摄

■梁氏大

宗祠旁边

的特色公

厕。

■公厕内环境清爽明亮，干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