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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留乡愁 小渔村变“网红”
桂城凤鸣社区以党建引领产业兴旺，以文化塑造乡村形态

用文化留乡愁 小渔村变“网红”
桂城凤鸣社区以党建引领产业兴旺，以文化塑造乡村形态

“大家给我们北区
产业振兴提提建议和意
见吧。”“很多老人家挺
喜欢幸福院里的社工。”
桂城凤鸣社区的渔业文
化馆内，社区班子、党员

和居民代表们围坐一起，你说一句想法，我提一条建议，碰
撞出思想火花。这是不久前凤鸣社区党委组织开展“集思
汇”的场景。

凤鸣社区是南海最后一个纯渔民的村落，“疍家风光”独
特。近年来，凤鸣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产业兴旺，以文化塑造
乡村形态，并不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更好地听取民声民
意，办好民生实事，着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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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成荫，街巷干净整

洁，党建氛围浓厚；渔业文化

体验馆、渔港栈道、渔家乐塑

像、涂鸦艺术作品等渔业文化

元素随处可见；伴随着一路的

绿植来到村子避风塘，河面上

一排排的小渔船整齐地停泊

在码头；村子里不少房屋大门

敞开，邻里之间串门唠嗑、热

情淳朴……走进凤鸣社区，《桃

花源记》描绘的景象映入眼帘。

“我们这里很靓的！前后

左右都有公园，生活又便利，去

小学、幼儿园，走几步路就到

啦！”社区居民吴姨热情地向参

观人员介绍家园风景。

这样一幅岁月静好的渔

舟唱晚动人画卷，是凤鸣社区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成效体

现。

为传承和展现渔家文化，

社区党委找到了“用文化留住

乡情”的路子，以党建引领文化

培育，以文化塑造人居环境，使

渔村面貌重焕生机。社区以

“思享汇”平台抓实社区班子建

设，加强乡村振兴工作理论学

习，开展工作进程讨论；并进行

分片包干，分步有序改善人居

环境，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

圈养分隔、绿化美化等工作；发

挥群众主体作用，通过入户宣

传、设摊宣传、公众号平台推送

等方式，使美化环境逐渐成为

群众的自觉行动。

于是，昔日的旧厂房上建

起了党建公园等党建阵地；渔

业文化馆内记录下渔耕文化

足迹，传承了疍家记忆，成为

社区不可或缺的文化阵地；荒

地变成了居民日常休闲运动

最常去的公园，破损的路面变

得平坦通畅，避风塘变得干净

整洁……从党员干部带头清

理街头巷尾的杂物，疏通河道，

到带动居民自发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曾经“脏乱差”的村居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渔村。

曾经，凤鸣社区北区渔村的

居民祖辈大多以捕鱼为生。20
世纪70年代，渔民响应国家号

召，在陆上落户定居。然而，由

于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及观念

上的不适应，渔民生活比较困

窘。

社区党委充分发挥整合资

源、激活要素的作用，利用湾区

桥头堡的区位优势，深挖发展潜

力，抓产业促增收，改善和提升

村民的生活水平。

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凤鸣社

区建成渔业文化体验馆等阵地，

传承渔业文化，讲好渔村故事；

通过巡查队伍、开通便民沟通渠

道、加强宣传倡导等形式，实现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长效保持；以

环境美化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将北区渔村打造成具有休闲

旅游特色的美丽渔村。

除了发扬渔业文化，社区党

委还组织渔民开展技能培训、电

商等培训，引导渔民学习技能，

实现转产转业。同时，充分利用

渔民熟悉水性等优势，不断拓展

资源，承接桂城辖区汾江河、映

月湖等水域的水上环保业务，拓

展就业机会。

而社区承接的水上环保项

目，用“授之以渔”的方式为社区

困难家庭雪中送炭。

社区退休老党员钊叔此前

通过水上环保项目获得了就业

机会。钊叔年事已高，家庭条件

困难。从2007年到2020年，

钊叔夫妻二人带着大儿子参与

到项目中，一家子生活来源有了

保障。

“很感谢社区工作人员这么

照顾我们，让我和老婆儿子三个

人有了收入。”钊叔感慨不已。

如今，退休后的钊叔加入了社区

幸福院的志愿者行列，力所能及

地为社区建设出一份力。

作为凤鸣社区“用文化留住乡情”的项

目之一，渔业文化体验馆除了是讲述渔村

故事的空间载体，还是居民享受均等化服

务的前沿阵地；是党员、干部带动，积极引

导外来人口融入本地生活，社区党员志愿

者提供便民服务，居民参与学习培训、社区

治理，基层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会等活动

的党群服务阵地，既为居民留住了乡愁，又

留下了党群同心的欢声笑语。

目前，凤鸣社区已形成经联社渔业文化

馆、小区党群服务站、工业区职工之家等三

位一体的贴身服务体系，织密了“10分钟党

群服务圈”。除了完善阵地建设，社区党委

还通过村规民约、基层组织建设、村务公开

等大力推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使居民参与

集体事务有平台、提出意见建议有渠道，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健全。

“集思汇”就是社区党委不断探索，推

出的一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全新举措。

“自从我们进行了‘集思汇’之后，在表

决、事项的赞成程度上有了很大提升。”社

区党委书记谭灿斌介绍，“集思汇”由社区

党委牵头，每月两次组织“两委”班子及北

区经联社委员、党支部成员接访居民代表、

成员代表和群众等，并以轻松灵活的形式

对集体事项先知先议，或是对关于社区发

展的议题，听取和征集居民意见，通过民主

协商、集思广益，有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合力推进社区乡村振兴工作的实施。

环境变美了，产业兴旺了。接下来，凤

鸣社区将进一步美化提升北区渔村周边的

景观；对北区渔村现有的农贸市场进行升

级改造，打造成周边唯一的特色网红渔业

农贸市场综合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让渔

民产业转型升级；把北区渔村打造成网红

打卡点，用渔村文化的美吸引更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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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社区避风塘上，小渔船整齐地停泊着。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产业要兴旺

授之以渔 让村民感受惠从党来

听民声民意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制度

两年前的4月，桂城街道组织机关各办局、各社区负
责人前往夏南一社区调研，召开第一场乡村振兴现场推
进会。经过第一轮“三清三拆三整治”后的村容村貌变得
干净整洁，大家凭借大街小巷的一幅幅规划效果图，构想
着未来的景象。

两年后，记者再走进夏南一社区，规划效果图变成了
现实，风景宜人的一河三岸、靓丽迷人的水乡夜景、人气
飙升的网红地标，还有文思广场、清风广场、龙船会、安宁
桥……夏南一社区在党建引领下，率先跑好乡村振兴新
赛道，脱胎换骨，成为美丽宜居的农村示范。

跑好新赛道 打好乡村振兴“翻身仗”
桂城夏南一社区在党建引领下，重塑空间格局

党建引领
重塑夏南一格局

跟党走、当先锋，让夏南一社区的

群众感受到了“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

的幸福”。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

产业空间“大变身”，就要推进整村改

造，科学规整土地资源，重塑夏南一格

局。

这里既是千灯湖东拓的先锋社区，

也是映月湖片区的核心区域，整村改造

项目以超90%的通过率完成了改造意

愿表决。

根据规划，夏南一社区将一改往日

的低值厂房和工业地，重点将现有的土

地实现集约化利用，改造成多层现代化

厂房或写字楼，产业建筑面积从23万

㎡增至96.22万㎡，大大提高空间利用

率，促进产业聚集化发展。未来，智能

工厂、企业总部等进驻夏南一，将带动

园区升级，让社区开启城市新面貌，为

映月湖片区高质量发展加速。

此外，该项目还将重点改造升级村

落，为居民建设安全舒适新社区，同时

完善商业配套，让人们在社区内就能享

受一站式体验新生活；未来，社区还将

新建1所初中、2所幼儿园，迁建夏南小

学，让夏南一学子就近入读好学校。

“夏南一将继续跟党走、当先锋，在

乡村振兴这条赛道上走得更快、更好、

更稳。”夏南一社区党委书记郭铭炽信

心满满地说。

“当示范，就是要摸着石头

过河，不断尝试，不断碰壁，不断

前行。”夏南一社区党委副书记

黎准湛说，他们坚持的是“思想

统一、步调一致、行动迅速、干部

担当”，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两年来，夏南一社区党委将

组织建在网格上，让党员融入群

众中；构建了社区党委、村组党

支部、户联系党小组三级党建网

格，下沉到每个村组开展工作助

力乡村振兴。社区党委作为第

一级网格负责网格内的党群组

织，党支部作为第二级网格实施

党员先知先议先决，户联系党小

组作为第三级网格通过党员倾

听群众声音和联系群众。通过

建强三级党建网格，实现党员主

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充分

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带头

作用。

尤其在“三清三拆三整治”

阶段，“回潮”现象很严重，社区

党委作为第一级网格，定期组织

对辖区内8个自然村全面开展

清理工作。在社区层面，每3个
月回巡整治一条村，逐村逐户动

员和清理；在日常巡查中，党支部

带领“三清理”巡查专责队伍根据

《夏南一社区自治公约》的相关要

求，每天对社区内各村小组进行

巡查，一旦发现有乱摆放杂物现

象出现，立刻处理。同时将清理

出的部分闲置用地复绿，建成口

袋公园，美化居民居住环境。

支部党员、监理事、居民代

表、妇女代表、志愿者等群众骨

干组建第三级户联系党小组网

格，党员牵头做组长，带动小组

内干群一起参与乡村治理，成为

夏南一社区乡村振兴中的重要

力量。“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

去！”有近50年党龄的郭志伟，

一次次站在了社区清洁、防疫一

线，联系走访群众、宣讲政策法

规、化解问题矛盾。

市后村监理事郭炳基带领

社区青年、亲子家庭动手美化闲

置地，让此前无人问津的烂地荒

地摇身一变成为500多平方米

的多彩涂鸦小公园；居民卢沛增

自发用木雕艺术品和鲜花盆栽

装饰三圣河，每天擦拭门前河涌

的栏杆……

从佛山一环海五路路口

驱车下来，就可以驶进夏南

一的村道。这个本应尽享交

通红利的地方，却曾因厂房

低端低值，导致集体地块租

金较低。

“这条一环进来的路，以

前是旧圩的市集，是村里最

热闹的地方，老人们都喜欢

坐在这里讲故事。”夏南一

70岁的老人郭志伟回忆道，

但后来环境太差了，大家都

关上家门不出来了，还有很

多人选择搬出去住。“近两

年，乡村靓了，人又多起来

了。”

郭志伟说的这条路，正

是外界进入网红打卡点夏漖

粮园的必经之路，满目苍翠，

清风拂面。沿路商贾络绎不

绝，邻里热情问候，孩童嬉闹

玩耍，老人们坐在河道旁、榕

树下乘凉拉家常。

“紧抓乡村振兴，是我们

夏南一能迎头赶上、加速发

展的重大机遇。”夏南一社区

党委书记郭铭炽说。自桂城

启动乡村振兴工作后，夏南

一社区党委紧跟步伐，把握

机遇，在 2019年被列入桂

城街道乡村振兴首批示范社

区和南海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特色精品示范村后，乡村

振兴工作按下了“快进键”。

社区党委积极落实上级乡村

振兴工作统一部署，及时挖

掘梳理本土资源，摸清群众

诉求，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夏

南一乡村振兴路子。经过两

年建设，区、街道、社区投入

超 5000万元，打造了滨河

慢行系统，提升龙船会、修复

安宁桥、建造村史馆，打造文

思广场、清风亭广场及公园

里，改造环溪机电站，打造文

创示范区，创作墙体涂鸦彩

绘，形成了一条特色文旅体验

线路：文思广场——滨河慢行

系统绿道——捌间体育公园

——夏漖粮仓——夏南一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环溪安

宁桥，一步一景，串珠成链。

时隔多年乡村又热闹起来

牢牢抓住三级党建网格“牛鼻子”

文/珠江时报记者曾蓉 通讯员赵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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