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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要闻要闻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朱明菲 通讯员/龙永锐 陈国杰）

近日，西樵镇和九江镇的领导围

绕樵九一体化工作开展调研交流

活动。双方共同走访了中兴新城

产业社区项目和西樵镇儒溪村，

并召开座谈会，探讨在产业发

展、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联合

执法等具体工作上的长期合作

机制。

中兴新城产业社区项目是调

研走访的第一站。该项目总面积

约2718亩，由南海区国资主导、

镇街配合，是南海区村级工业园

升级改造示范项目。项目范围涉

及西樵、九江两镇的行政区域，其

中，西樵范围土地面积约1393亩，

九江范围土地面积约1325亩。

“有很多投资方对这个项目

感兴趣，都主动找上门了！相

信西樵也有遇到。”九江镇党委

书记刘伟十分看好项目前景，并

直言这是一块拥有区位优势的

“宝地”。

西樵镇党委书记李毅佳介

绍，2021年以来，西樵一直在着

力解决土地空间不足的问题，全

面打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攻坚

战，目前捷报不断。其中，中兴新

城产业社区项目在西樵的区域，

作为西樵的三大千亩连片“工改

工”项目之一——山南产业社区

项目，已在近日启动了集中连片

清拆工作。

西樵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

国欣认为，双方可以以中兴新城

产业社区项目为合作的范本，在

未来寻求更多的合作空间。

在西樵镇儒溪村，两镇领导

一起参观了儒溪村的水口公园、

立新经济社党群服务站、共享小

院、读书驿站等地。九江镇党委

委员麦志成说：“西樵镇的乡村振

兴已经和文旅发展规划深度融

合，值得九江学习。”

“非常感谢九江镇的兄弟们

过来‘传经送宝’！你们的精神

气值得我们学习！”座谈会上，

李毅佳表示，西樵镇不仅要向

九江镇学习“小镇办大事”的大

格局，还要学习九江清晰的产

业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基础，以及独具特色的“党建

引领+发挥乡贤作用”的乡村振

兴之路。他建议，双方要加强沟

通对接，列好合作事项清单，建立

长效的合作机制，推动樵九一体

化工作。

“九江和西樵的区位特点相

近，发展方向一致。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西樵旺、九江旺、南海会更旺！”刘

伟表示，希望双方在建立信息互

通机制、空间规划衔接、园区连片

整理、跨镇交通共建、文旅资源共

享、执法联合行动、共同争取资源

等七个方面展开合作和交流，相

互学习借鉴经验，取长补短、互帮

互促，齐心协力助力两镇高质量

发展。

推动樵九一体化
共谋长期合作机制

西樵、九江两镇领导围绕樵九一体化工作开展调研交流

西樵镇举行城市品质提升大会战现场推进会暨首批“名企百园”启用仪式

聚焦“衣食住行”提升城市品质

11天筹近270万元修祠续谱
“松塘模式”引领文化保育

党员乡贤合力留住文脉乡愁。

■两镇领导干部在西樵镇儒溪村的读书驿站走访。 珠江时报记者/钟梓泓摄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通

讯员/潘庆彬梁伟业麦钰豪摄影

报道）近日，西樵镇举行城市品质提

升大会战现场推进会暨首批“名企

百园”启用仪式，聚焦提升城市功能

与品质，改善城市形象，缔造品质

彰显、幸福宜居的美好新西樵。

持续提升城市品质
当天，西樵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国欣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冠南

化纤厂宿舍、河滨公园、樵生综合市

场、官山涌河岸景观亲水栈道和民

强公园进行现场巡查。巡查的项目

均为西樵镇城市品质提升项目。

巡查的第一站是东碧社区

冠南化纤厂宿舍。该小区始建于

20世纪80年代，已年久失修。

2021年，在有关部门和社区的共

同努力下，经过外立面翻新、防盗

网整治等改造工程后，小区居住

环境焕然一新。

“河滨公园就建在江边，空气

好、环境好，我们每天都会来这里

散步！”居住在河滨公园附近的山

根社区居民崔小姐说。河滨公园

是西樵镇北江碧道建设的试点示

范项目，也是南海区建设大湾区

高品质森林城市滨水河道生态廊

道建设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开放

后，已经成为周边群众休闲运动、

娱乐的首选地。

而民强公园则进行了智能

化改造，自动喷淋系统、监控系

统、智慧路灯、远程遥控系统是其

一大亮点。

“菜篮子”的品质也是城市品

质重要体现。樵生综合市场升级

改造后，不仅摊位分类升级，还加

入了智慧化系统，有效改善居民

的买菜环境。

官山水道（官山城区及吉水

段）整治工程项目则是对西樵人

的“母亲河”——官山涌进行岸线

整治。该项目的吉水标段已于

2021年11月完工，能提高河涌

的排涝、防洪能力。

张国欣表示，要缔造美好生

活，离不开一支具备执行力、活力

和想象力的“西樵尖兵”队伍，也

离不开现代化管理技术和城市品

牌的支撑，更离不开政府、企业、

群众的共建共治共享。“2022年，

我们要持续提升城市品质，缔造

美好生活，造福西樵人民。”

首批“名企百园”启用
当天，西樵镇启用了首批“名

企百园”——爱国公园和康城公

园。2021年，爱国社区携手佛山

市锦源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

司，对爱国公园进行改造提升，将

绿色环保及科技创新元素融入其

中，对废旧集装箱、油罐、轮胎等

汽车元素的物料回收再利用，打

造了这个以科技、环保、中国梦为

主题的公园。

而位于西樵四季康城附近

的康城公园则巧妙地将企业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营

造崇德向善的氛围。

“我们作为本土企业，要有担

当和责任感，为社会和谐发展、改善

群众生活环境贡献企业的力量。”康

城公园的投资建设方，西樵总商会

副会长、广东康基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张国辉呼吁更多企业加

入到“名企百园”的建设中。

在首批“名企百园”启用后，

西樵将稳步推进第二阶段“名企

百园”建设，计划在2022年9月

前完成第二批不少于4个公园，

2023年计划完成第三批不少于4

个公园的建设。

▲西樵镇首批“名企百园”启用。这是爱国公园。

▼升级改造后的樵生综合市场干净整洁。通讯员供图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关蕴琪梁小英区国敏

近日，西樵镇上金瓯社区松塘村的村民迎来了

一件大事——区氏宗祠（保滋堂）在乡贤、党员、村民

的凝心聚力下完成了翻新并重新开放。

当天，松塘村的父老乡亲在宗祠内齐聚一堂，举

行松塘村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共贺宗祠修缮完满竣

工这一“百年盛事”，共商村内其他祖祠修缮之计，全

力保护村内文物建筑群，保育传承古村文化。

乡贤合力 党员带动
上金瓯松塘村中传统建筑

规模达20275平方米，代表性建

筑有区氏宗祠、六世祖祠、见五

祖祠、东山祖祠、樵侣祖祠，明德

社学、养正书舍、培元书舍、汇川

家塾，孔圣庙等。村中历史建筑

充分体现了岭南建筑艺术的“三

雕一塑”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历

史价值。

其中，区氏宗祠，也名保滋

堂 ，建 于 明 万 历 四 十 一 年

（1613），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宗

祠先后历经清道光十三年

（1833）与宣统二年（1910）两次

重修，以及20世纪80年代稍事

修葺。目前，区氏宗祠是佛山市

级文物保护建筑。

上金瓯社区党委委员区国

敏介绍，经过数百年风吹雨打，

保滋堂出现多处严重渗漏、瓦檐

脱落等情况。2021年9月，松塘

村发出修缮区氏宗祠和完善族

谱的倡议。

在短短11天时间内，共筹

得近270万元的捐款。“祠堂

修缮筹款通知发出后，先后得

到父老乡贤、村民党员、宗亲兄

弟、旅外乡亲们的大力支持，

1000多人参与筹资，其中不乏

远嫁或工作在外的年轻人。”区

国敏介绍。

宗祠的修缮工程按照市、

区、镇文物建筑修缮相关规程提

请申报审批。经有古建修缮资

质的单位负责设计、施工、监理，

历时3个多月，顺利完成工程。

4座古建筑修缮提上日程
以此次区氏宗祠修缮和完

善族谱为契机，松塘村成立文

物建筑修缮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项目申报组、3个项目

实施组、财务管理组以及宣传

组，全力推动世大夫家庙、见

五祖祠、仲房六世祖祠、季房

六世祖祠等4家祠堂的修缮活

化。这4家宗祠均是佛山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松塘村

还制定《保滋堂下拨各房祠堂

维修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

规范有序管理修缮祠堂。

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

长梁惠颜以“四个最”指出此次

修祠续谱的意义：古村保育工

作参与面最广泛——发动长

老、乡贤、国内和海外乡亲父

老；管理机制最创新完善——

从村委会、村民小组到各方长

老成立工作架构推动修缮工

作；修缮规模最大、由乡贤发起

修缮级别最高的文化历史建筑

——村民自发筹款一次修缮四

座市级文物古建筑。

“松塘模式”引领文化保育
近年来，松塘村凭借成功的

保育活化路径受到外界广泛关

注。2020年，松塘村成为佛山唯

一入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近

年来，松塘村还获得了“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广东

十大最美古村落”“广东旅游名

村”等称号。随着古村声名渐

隆，当地烧番塔民俗得到央视

全球直播，定向世界杯总决赛

第一次走进中国走进古村就

选择了松塘村，西樵镇全域文

旅开发古村旅游线路也把松塘

村纳入其中。

上金瓯社区党委书记陆祖

桥介绍，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重视下，松塘村重修

了孔圣庙，重铺了石板路，打造

区梦觉故居和事迹展陈馆、松塘

村史馆、西樵镇廉政教育馆，举

行翰林文化节等独特民俗活动，

在基础设施、旅游设施、生态保

护、古迹修缮、文化整合等方面

多维度打造古村活化升级的“松

塘模式”。

“在松塘村乡村振兴中，看

到了村民团结，文化自信。”西樵

镇党委书记李毅佳表示，西樵镇

将全力支持松塘村乡村振兴工

作，希望松塘村将此示范经验发

扬光大，推动西樵的乡村振兴、

文化振兴。

■区氏宗祠。 区庆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