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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乡村振兴

连日来，九江镇下西社区探花

公园改造工程及江浦路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

员戴着口罩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着，抢抓因疫情耽搁的建设进

度。近日，记者从九江镇工程

建设中心获悉，作为九江镇首

个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社区，下

西社区的项目建设正在稳步

推进。其中，探花公园改造

项目有望于今年 6 月前完

工，江浦路建设工程计划

年底前完工。

今年清明时节正值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在九江，关氏

后人放弃到祠堂祭拜先祖，改用

“网上拜祭”“云追忆”等特别的方

式追忆故人、缅怀逝者。

关学明是关树德堂世界宗亲

联谊会会长，对于政府因为抗疫

作出的调整他表示理解和支持。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政府倡导

少聚集，并发布了取消现场祭扫

活动的信息。我马上通过手机，

在关氏后人的微信群告知大家今

年的变化，并请海内外的关氏后

人在微信群表达对先祖的哀思。”

关学明说。

一位年轻的关氏后人今年也

在“粤省事”小程序上为爷爷奶奶

“云祭扫”。她在页面认真地输入

爷爷奶奶的名字、逝世日期、殡葬

服务机构名称等信息后，还在后

台选好代献的花束，表达对爷爷

奶奶的思念。“我相信爷爷奶奶都

会支持我们这么做，希望爷爷奶

奶保佑大家平平安安。”

往年一到清明时节，九江上

西村关氏祖祠·树德堂可谓是全

村最热闹的地方——来自世界

各地的关氏后人汇聚祠堂，共

叙乡情。然而，今年祠堂内却略

显冷清，除了建筑工人忙碌的身

影、用砂纸打磨门框的沙沙声、

电磨锯刺耳的打磨声，并没有太

多人气。这个祖祠始建于 400

多年前，而最近的修缮翻新是

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受疫情影

响，祠堂的翻新进度滞后，无法

赶在清明前完工，同时，国内外

各地因疫情制定不同的管控措

施，散落在海外 50多个国家和

地区、人数超 10万的关氏后人

也无法如常回到家乡，一睹新祠

堂的风采。

尽管祭扫的形式改变了，但

思念的心情不变。这几天，关学

明陆续收到了很多外地宗亲发来

的追思寄语。他说，今年清明情

况特殊，大家通过网络寄托哀思，

只要心意足，思念故人知。

下西社区多个项目建设加紧推进，打造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社区

探花公园改造有望6月前完工

“云端”祭祀 遥寄哀思
九江关氏后人清明期间放弃到祠堂祭祖，改用“云拜祭”等方式追忆故人

下西社区是九江镇规划的首批

乡村振兴精品示范社区，也是最早

从图纸进入施工阶段的社区之一。

在江浦路项目工地上可以看到，部

分路段已完成路基填筑，道路的打

通有效贯通了新村和旧村的连接，

完工后将极大方便市民的出行。

根据建设方案，九江镇江浦路

建设项目总投入2200万元，连接九

江大道与洛浦路，有效加强新旧区

的沟通，该项目自去年年中完成立

项后立即投入施工，按计划将于今

年年底前完工。另外，探花公园改

造项目将对原探花公园及周边地块

进行改造提升，主要包括设置集散

广场空间与园路，设置文化石刻、景

观灯、坐凳，增加绿化苗木种植，设

置荷花池、栈道等，营造成生态舒适

的绿色休闲公园，计划今年6月前完

成。

据悉，自3月复工复产以来，九

江镇下西社区就积极协助镇工程建

设中心推进项目开展。“我们复工已

有一段时间了，目前各个项目都在

加紧推进。”施工方表示，受近期雨

天和疫情影响，他们将根据实际情

况调配施工人手加紧施工，确保追

上延误的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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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耕时代，渔业活动受气候影响较大，岭南地区常有洪水等自然灾

害，伴随着下西渔业经济的发展及华侨外出谋生盛行，观音信仰在九江镇

传播，可在不同村落看见祭拜观音的庙宇。下西社区至今保留有建于明代

的“慈悲宫”及近现代村民乔迁而建的“望海观音庙”。

观音庙望江而建而知潮起潮落，日夜庇护村民来年的渔业活动风调雨

顺，庇护出门在外的华侨平安顺遂，佑护祈愿者心想事成。“望海观音庙”寄托了

传统渔耕时代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望海观音庙”不仅是村民进行

传统祭拜活动的场所，也成为村民集体活动和议事的场所。随着社区生活条件的

改善，观音庙北侧兴建了村民活动室，延伸和拓展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

慈悲宫、望海观音庙的由来

朱九江的故事

下西社区历来崇文重教，

人文蔚起，在明清时期涌现诸

多儒士、官员，并由朱次琦建立

“九江学派”，在广东重新兴起一

股儒学之风，在文化、教育、政治

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后人修建朱

九江纪念馆。

朱次琦，中进士，任山西襄陵

知县，为官清正廉洁，深受百姓爱

戴。后辞官归乡，于 1858 年开馆礼

山草堂，创建“九江学派”，学孔子之

学，无汉学，无宋学。提倡经世致用的

治国治学方案，曾曰：“读书者何也，读

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

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修身读书，此

其实也。”朱九江创见了“四行”“五学”思

想，使儒学还原为它本身的集道、学、政于

一体的学术，并成为“九江学派”儒学思想

的理论基石。

“四行”即：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

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

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

良二千石牌坊的来历

明万历二年进士朱让，出任四川夔州知

府，为官二千石，忠君爱民，皇帝御赐“良二千

石”牌匾并建牌坊。朱让为官期间品德高尚、

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政绩突出，运用自己的才

学为国贡献、为民服务，是儒林文化的典范。

同时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及对后代的儒学教

育，熏陶培养出儒林中另外一些杰出人士，如

其进士女婿陈熙昌、探花外孙陈子壮。

探花桥的来历

陈子壮，朱让的外孙，幼时随其父陈熙昌

在朱让家乡即下西居住。自小受儒学思想熏

陶，才学过人，品行耿直。传闻在其参加考试

前，其母曾在慈悲宫祈祷祝愿，凭借才学考中

探花及第，出仕为官。中探花后回乡探望外祖

父朱让，乡人为其建造“探花桥”。探花桥不仅

向外界展示下西培养出一代探花的骄傲与荣

誉，更激励着一代代的下西人崇文重教。

1朱九江
湿地公园建设

已建成的朱

九江纪念馆是弘

扬儒林文化的基

地，可结合周边

水乡景观建设儒

林 文 化 湿 地 公

园，将纪念馆与

湿地公园共同打

造成岭南文韵兼

备的圣地。

2观音庙及村心公园改造+沿线
村屋风貌改造

村入口观音庙和正在兴建的文化

楼是下西社区民俗民风的集中体现地，

可以取其精华着力建设民俗文化区，保

留传统，同时用创新理念融合现代新风

尚与传统民俗文化。

3探花公园改造工程
以现存的公园为基础，扩大改造公

园，使得周边乡村的人居环境得以提升。

九江镇下西社区乡村
振兴项目（部分）

4探花桥、慈悲宫保育项目
以名胜古迹为文化载体，将儒林

文化与风俗民风深印在水乡村落当

中。

据族谱记载，上西村的关氏先祖是关羽第45世

后裔南雄公。800年前，关氏先祖从山西运城南下

到广东珠玑巷，后来再逢乱世，族人乘竹排继续南

迁，结果途经九江一个滩涂时竹排搁浅破碎，族人

便登岸扎根，繁衍生息。当时先祖登岸的位置，被

后人称为“破排角”。自此每年清明重阳，关氏后人

都会先到“破排角”焚香祝祷，然后回到祠堂上香祭

拜，感念氏族的起源。

5樵桑联围二级戗堤
戗堤的建设是河堤的重大建设

项目，为西江河岸景观的打造提供

了空间。

6江浦路建设

江浦路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连

接九江大道与洛浦路，为村民的出

行提供了便利，给经济的发展打通

了脉络。

江浦路项目年底前完工

作为岭南大儒朱九江先生故居

所在地，下西社区现依然保留着传

统的渔耕文化、儒林文化，以及探花

桥、慈悲宫、观音庙等历史古迹。

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九江镇

乡村振兴项目规划立足于下西社区

既有的岭南水乡特色、传统渔耕文

化、儒林文化、延续的民俗文化，提出

“重塑山水，崇文重教”的规划理念，

力求将下西社区打造成为岭南文韵

与乡村创产相结合的精品示范点。

根据规划，该社区乡村振兴项

目将采用“一轴、两片、三横、四心”。

南至北分别为“山”“文”“水”“渔”，以

山为依托，培育森林公园；以朱九江

纪念馆为核心，打造文化基地；以水

塘、民居为脐带，建设原生态岭南水

乡村落；以鱼塘为基础，发展现代渔

业及观光产业。整个改造项目包括

朱九江湿地公园建设、观音庙及村

心公园改造+沿线村屋风貌改

造、探花公园改造工程、江浦

路建设、樵桑联围二级戗堤等

九个项目。

秉持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

要求，九江镇将以首个乡

村振兴精品示范村为试

点，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工作，并努力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九江乡村振

兴经验。目前，下西各

项目正加紧推进，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文化

生态居住、文创产

业、儒林天地商业

街、农业观光产业等

方面将成为下西的

新产业发展方向。

打造乡村创产精品示范点

制图/杨淑萍

村
村
有
段
古

整理/见习记者 何美芬 通讯员 陈宁静 付国华

■探花公园效果图。

■工人正在修缮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