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南一社区位于桂城街

道中部、佛山一环东侧，依河

而建，是典型的岭南水乡村

庄。在这里，处处可见精致的

“口袋”公园与灵动的涂鸦。

行至捌间村时，还能看到崭新

的篮球场和健身器械，周边花

草萦绕、鸟声盈耳，环境非常

优美。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

夏漖粮园·喜文化创意基地

作为网红地标，吸引了广佛

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记者

看到，这里传统岭南建筑的

外墙焕然一新，钟面碉楼、吊

桥拱廊、藤蔓老树等原有风

貌则被保留。园区聚合艺术

空间、婚庆礼堂、户外仪式场

地、拍摄场景、livehouse、
24小时书屋、咖啡茶饮、餐

饮食肆等业态，让传统文化

与时尚潮流交相辉映，展现

出根植本土文化的现代都市

景观。

“如今共有 10余个商家

进驻，业态逐渐丰富，通过深

挖本土文化，将独特的文化印

记与经济发展融合起来，让百

年旧粮仓焕发新的生机和活

力，从而促进乡村全方位振

兴。”夏南一社区党委副书记

黎准湛说。

为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夏南一社区下足了功夫。不

仅让百年老粮仓变身桂城文

化新地标——夏漖粮园·喜

文化创意基地，还建成 1.2
公里的滨河慢行系统，将文

思广场、清风广场、龙船会、

安宁桥等节点串联起来，让

市民漫步其中，感受到浓浓

的岭南水乡风情。

“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

基层治理，都是一项造福百

姓的长期工作，不能一蹴而

就，但要有雷厉风行的作风，

有久久为功的韧劲。”黎准湛

说，持之以恒抓重点，敢于担

当抓落实，才能稳步推进民

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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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机电站变成村民精神粮仓
桂城夏南一社区以文化为抓手推进基层善治，为乡村振兴“铸魂”

老旧机电站变成村民精神粮仓
桂城夏南一社区以文化为抓手推进基层善治，为乡村振兴“铸魂”

从宽敞整洁的夏南一大道驶入，穿过小桥，一幅幅如画般的乡村美景映入眼帘：靓丽涂
鸦、木墙草顶、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树红花……在闲暇的午后，还可以看到孩童嬉闹玩耍，
老人树下聊天，共同诠释着岁月静好的模样。

“以往‘城中村’被认为是城市的补丁，通过实施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希望地处城市
的小村庄，也能成为大家向往的地方。”夏南一社区党委书记郭铭炽表示，这是他的目标，也是
夏南一社区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坚持推进基层善治、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动力源泉。

作为桂城街道乡村振兴示范点之一，夏南一社区在全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不断完善的同
时，坚持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以文化为重要抓手，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铸魂”。

6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

月。6月8日至6月14日，“非遗”

成为桂城出镜率最高的一个关键

词。作为岭南文化的荟萃之地，

桂城拥有洪拳、龙舟、广绣、粤剧、

玉雕等多张文化名片。继端午期

间叠滘龙舟大放光彩后，桂城平

洲玉雕这周接棒，继续展现桂城

的文化魅力。

这一周里，有着“天下玉·平

洲器”美称的桂城平洲玉器珠宝

特色小镇动作频频、精彩纷呈。6

月8日，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新

地标——琛宝来广场开业；随后，

平洲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发布

会暨第四届平洲玉器珠宝文化周

开幕。

关键词：完备配套服务
打造全生态链翡翠产业基地

当今时代，青年人才是时代

的主力军。如何吸引更多的青年

人才扎根下来？良好的工作生活

环境、更完善的休闲娱乐服务配

套必不可少。

此前，特色小镇内缺乏品质

餐饮和住宿空间，能为游客提供

的住宿、餐饮休憩选择有限，且随

着越来越多企业入驻平洲，大批

从业人员的住宿问题也亟待解

决。位于小镇核心区的琛宝来广

场内既有以麦当劳、星巴克等餐

饮茶饮品牌为代表的美食街区，

也有以周大福、老凤祥等品牌珠

宝为代表的翡翠名店，更有商住

全能型“五星”舒居公寓即将开业

……这个对标国际标准打造，集

翡翠选购、娱乐休憩、网红打卡、

潮流金街于一体的琛宝来广场，

将进一步补齐小镇内从业人员居

住、餐饮旅游等配套设施，吸引更

多的青年人才来到小镇、扎根小

镇，为平洲玉器人打造一个更高

品质的营商环境。

关键词：新旧融合创新

推动传统玉器产业迈步向前
日前，南海区召开了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会议，提出要集

全区之力推动传统产业迈向中

高端，为建设现代化活力新南海

提供坚强支撑。当前，平洲玉器

珠宝产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阶

段。

6月13日，平洲玉器珠宝产业

转型升级发布会暨第四届平洲玉

器珠宝文化周开幕式上发布的

《桂城街道加快推动玉器珠宝产

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桂城街道

促进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扶持

办法》，聚焦玉器产业转型升级的

难点、痛点，迅速响应南海区对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一批、规范

一批、淘汰一批”的号召，将全面

推动玉器珠宝产业转型升级和创

新发展。

当晚，第四届平洲玉器珠宝

文化周拉开帷幕，推出17场系列

活动，其中不乏年轻人喜闻乐见

的“时尚”“潮玩”元素：短视频征

集、线下高端沙龙、玉文化体验

日、精品展、音乐晚会、线上拍卖

车尾箱集市、玉器玉石毛料夜市

……传统玉器这个“老牌”产业正

在不断打破界限，焕发出源源不

断的“时尚”新活力。

一系列举措，见证着桂城这

座城市对非遗文化和传统产业不

遗余力地保护与传承，用实际行

动宣告着：平洲玉器产业发展即

将迈出新步伐、开启新篇章！

文/珠江时报记者刘杭

平洲玉雕，在传承与破圈中焕发新活力平洲玉雕，在传承与破圈中焕发新活力

桂城一周桂城一周

在夏南一社区，上了“年纪”

的建筑除了有百年粮仓，还有夏

南一大队机电站。它坐落在拥有

数百年历史的安宁桥边，外墙由

青砖铺设，风格质朴，是夏南一文

化的时代见证者。夏南一社区巧

妙地将其改造成集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志愿V站、村史馆等多个阵

地功能为一体的场馆。

三馆合一的实践阵地建设起

来后，如何让它真正“活”起来，让

乡村新时代文明看得见、摸得着，

并通过文明实践推动社区治理，

是一个考验社区智慧的课题。

夏南一社区从志愿服务入

手，充分发挥已进驻社区的桂城

义工联作用，结合实际需求以及

文化特色，推出“七色彩虹”服务

项目，包括“清风”文明微讲堂、

“铭慈”志愿者培育项目、“怀正书

室”阅读推广、“为美”青少年文明

提升项目、“安宁”爱河护水项目、

“悠历夏南一”文化传习项目和

“安心”居家安全改造项目，涵盖

乡村振兴方针政策宣讲、线下阅

读、青少年美育提升、巡河护河、

非遗文化传习、社区导赏服务、特

困人群结对关爱等多个领域。

老街坊灿叔就是活跃在这里

的其中一名志愿者。他每周来到

志愿V站，开展书法和诗词课程，

为社区居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

“粮食”。做完志愿服务后，灿叔

还会带动老友们一起“扮靓”社

区，或在河道两旁种上花草，或细

心照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后院的

翠竹。“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看着

自己的社区越来越好，内心十分

欢喜，希望能尽己之力建设家

乡。”灿叔说。

正是有像灿叔这样的热心

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和社

会力量投身社区志愿服务，调动

起全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

让志愿服务不仅是公益慈善，更

成为探索社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

要推手。

夏南一社区还重视乡贤文化

建设，积极发掘新乡贤群体，涌现

出一批事迹佳、口碑好的新乡

贤。比如，老教师郭焕文对夏南

一历史如数家珍，致力于村史推

广；不定期组织开展新乡贤走访

慰问活动，以乡情乡愁为纽带进

一步凝聚新乡贤力量，助推基层

治理和家乡发展。

一直以来，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推进社区善治、保护乡情美

景、留住浓浓乡愁，打造产、城、

人、文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

是夏南一社区在乡村振兴工作中

的主线，这条主线让夏南一有“面

子”，更有“里子”。相信未来，会

有更多的人踏上这片土地，寻回

乡愁记忆，见证与时俱进的文明

新风。

志愿服务
文明实践推动社区治理

志愿服务
文明实践推动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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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古建
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交融

■居民在夏南一社区享受休闲时光。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夏南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的展览。 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摄

■夏南一社区优美的水环境。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由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V站、村史馆集成的实践阵地。

■夏南一社区内随处可见的靓丽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