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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在广佛腹

地的南海，正坚持城乡与

生态共存的原则，通过持

续 增 加 城 乡 生 态 环 境 供

应，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开启新的篇章。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如

今在南海，水清岸绿、缤纷花

海、醉美公园随处可见，既有

“烟火气”，又留得住乡愁，更

有高颜值的现代活力农村。

人居环境的改善，也为南海

乡村收获了更多实实在在的

“实惠”。

第一，生态振兴为村居

留住了“人气”。在采访中，不

少村居书记告诉记者，人居

环境的改善，让不少曾经外

出购房居住的村民“回流”。

西樵镇儒溪村党委书记陈旺

弟便骄傲地告诉记者，生态

环境的蝶变，让近三年回流

儒溪村居住的村民，达到三

年前居住人口的90%。

第二，生态振兴为村居

聚集了“财气”。在过去，招商

引资往往是村居的短板，这

也让南海的村级工业园里，

聚集了不少散小乱污的小

微企业；如今，随着生态环

境的改善，投资大、附加值

高的大项目来了，一些有乡

村情调的人也来投资民宿、

餐饮，这为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奠定基础。

第三，生态振兴为村居

积攒了“和气”。在采访中，不

少村干部告诉记者，以前村

民间不时会有一些为鸡毛蒜

皮的小事起纠纷，如今随着

环境的改善，大家参加公共

活动多了、交流多了、心气儿

顺了，邻里间的矛盾也少了

很多，环境的变美让村居多

了“和谐之美”。

作为乡村振兴、城乡融

合的一道必答题，很显然，各

镇街、各村居对生态振兴达

到了高度共识。而且一个可

喜的现象是，尽管大家所走

的路不同，但先美起来的村

居，都已然尝到了“变美”的

甜头，也激发了更多的村居

变美的动力，更激发起自己

对更深层次美的追求，在这

样的良性循环下，我们有理

由相信，南海村居必将“更美

更好”。

这个暑假，虽然没有带娃去外地旅行，但可可一家并
不觉得乏味，因为她们趁着周末带孩子去西樵来了一趟
“山野”之旅，住山上民宿、吃地道农家菜、爬爬山玩玩水，
说不出的宁静与放松。

像可可一样，今年暑假选择南海游的不在少数，他们
多选择西樵、里水、九江的民宿住一住，顺带去周边的公
园、果园或者村里逛逛。这在几年前是比较少有的现象。

随着乡村振兴的扎实推进，这两年来，南海的村居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西樵、九江桑基鱼塘美如画，呈现出别样
的生态之美；里水、桂城推窗见公园，精巧别致，舒适美丽；
狮山、大沥水清岸绿，生态宜居宜业；丹灶湿地、湖泊、田园
遍布，旖旎风光惹人爱……诸多“绿色之美”，浓缩着南海
区“近者悦，远者来”的生态环境蝶变，也逐步描绘出了一
幅“推窗见绿、出门见水、移步皆景”的乡村生态画卷。

庭院变花园，出门即见景，

如今，这样的景象在南海随处

可见。“村容村貌更好了，每天

都能在村里的公园散步锻炼两

小时，越来越舒心。”走进西樵

镇爱国社区沙涌村，今年70岁
的麦贤才正在村口公园散步，

对于爱国社区的环境变化，他

难掩自豪。

麦贤才告诉记者，沙涌村

村口公园原来种植了蕉树，也堆

放了不少建筑垃圾，在2019年
11月，爱国社区决心将这里整改

提升为公园，得到了村民的大

力支持。如今，公园内随处可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爱未成

年人等创文公益广告和景观小

品，让村民在休闲散步之余，受

到熏陶。

丹灶镇的良登法治公园最

近也迎来大“变身”。如今，大人

坐在公园的石凳上闲谈生活趣

事，孩童们在娱乐器材上嬉戏玩

耍，成为村民美好生活的场景。

有人从香港、广州等大城市返乡

探亲时，村民带他们到村内游逛，

拍上两张靓照发到朋友圈，引来

点赞和好评无数。

“如今的农村，颠覆了过去

人们印象中脏乱差的形象，取

而代之的是整洁干净的公共场

所，清新的乡间空气，这不就是

我们‘向往的生活’吗？”听闻长

居香港的亲戚称赞良登村，村

民梁健霞非常开心，“以前亲戚

返乡只能在家吃饭闲谈，哪里

都去不了，如今不一样了，村内

新增的公园成为他们迫不及待

要参观的景点，因为这在寸土

寸金的香港是极为难得的。”梁

健霞说。

确如梁健霞所说，目前在

南海村居，随着村居环境的提

升，村民已然在家门口享受到

“向往的生活”。漫游山谷，鸟

语花香，清幽怡人，里水镇展旗

峰生态公园“天然氧吧”的清新

魅力，让人沉迷其中；青砖黛

瓦、竹制篱笆、花飞蝶舞，狮山

镇象岭村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

花园坐落在村民的房前屋后，

成为村中亮丽的风景线；夏南

一社区中，曾是社区卫生黑点

的闲置地，如今化身龙舟文化

公园，配套1.2公里的滨河慢

行系统，居民和游客仿佛漫步

在岭南水乡中，感受到浓浓的

乡村气息……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大力推进，各镇街村居各

显其招“见缝插绿”，建起了一

个个村口公园和口袋公园。

随处可见的生态之美，让

整个南海村居显得生机勃勃，

处处蕴含精致秀丽之美。

从环境脏乱差、无休闲地

可去，到村村见公园、处处皆美

景，背后是南海各镇街以人为

本高标准提升村居环境的坚定

举措，也是南海推进城乡融合

必不可走的一步。

以大沥镇为例，近年来也

正以美丽文明村居和乡村振兴

战略为契机，发力生态文明建设

优化村居环境。对此，大镇村民

吴丽芳感受颇深。过去，在大镇

社区出行，常常是“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脚泥”，而如今，尽管连日

都有大雨，但她出门一点都不担

心：“社区的路面都铺了水泥，卫

生也做得很到位，到处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
作为大沥镇乡村振兴的试

点社区之一，大镇社区通过优

化社区规划布局、巧用政府政

策资源，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的情况下，从环境再造入手，彻

底改变了村容村貌，也为社区

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现在，这里有整齐划一的停车

场、赏心悦目的花海、宽敞平坦

的休闲公园……配套完善又宜

居的环境，让不少搬到外面居

住的大镇村民，这两年纷纷选

择“回流”。环境的改善，也为

大镇社区带来经济的腾飞。

2020年以来，先有“尚百年”全

铝家居优质企业率先进驻，建

设大沥全铝智能家居产业园，

再有民旺·瀚星科学园项目顺

利落户，规划建设创新科技产

业园，为新兴产业集聚提供强

有力的载体支撑。

如今，大镇社区那片十多

亩的朝阳花海，成了大沥镇的

网红打卡点，每到花开季节，便

有不少广佛人前来打卡。

里水镇则充分做活水文

章，以南部里水河、北部金溪河

为纽带，串起了沿线12个乡村

振兴连片示范村（社区），以“一

村一品牌”为特色，充分盘活沿

线文化资源，形成了“南有梦里

水乡风情游 ，北有岭南农业大

观园”两条精品旅游线路。

而在西樵，则推进西樵山

国家森林公园和渔耕粤韵公园

两个万亩公园建设，高标准推进

碧道建设，实现山南片区—听音

湖水上生态观光旅游线路全线

贯通，优化生态空间；打造乡村

振兴连片示范区，10条村居因

地制宜打造独特的生活空间。

在桂城，与城市社区高大

上的市政公园相对应的，是在

农村社区高标准建设了小家碧

玉般的主题公园。以中区社区

为例，便在三山森林公园山脚

建设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公园，

在这里，居民可以一边感受天

然氧吧的生态美，一边感悟新

时代城市发展的精神美。在依

托生态、区位等优势，建设多个

不同主题的公园，并配置风雨

连廊及休憩小景等设施的同

时，中区社区还计划在西江及

涌源再建4个“口袋公园”，最大

化地改善美丽人居环境。

社区公园陆续建成开放，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明显，岭南

水乡风情韵味渐浓，在乡村振

兴这个时代征程里，南海把好

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乡建设，

以高品质打造美丽乡村、美丽

南海。

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

使得南海区的不少镇街、村

居，在全市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专项检查中排名靠前，

大沥镇凤池社区、大镇社区，

狮山镇象岭村、谭边社区，九

江镇西桥社区获得过市级表

彰及百万元奖励。

实际上，对于农村社区

来说，人居环境的改善，不

仅仅是一场颜值革命，更是

一场人文素质和社会治理

的革命。

里水镇赤山村村民李祖

德二楼的阳台并不大，只有

1.5米宽左右，但被他打造

成了家里的一个小景。“我家

的牵牛花，和邻居家种的是

同一个品种，大家都赞我们

种的牵牛花好看！”自从里水

各村居开展“花化”工程以

来，村民家的庭院越来越美，

村民之间也有了更多的交流

和沟通。

在德叔家里一楼入口处

有个3米宽的小花园，种有

金桔、一串红、黄玫瑰、桂花

等花卉。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小花园的墙绘，那是去年村

里链接“大学生进村”后带来

的变化。别致的墙绘与摆设

的绿植花卉相映衬，让整个

院子显得更有生气。德叔

说，将自家阳台打扮漂亮，美

丽又悦心，还能为村争光。

扮靓自家庭院，村

民一边品茗一边赏花，

岂不快哉？除了里水

镇赤山村外，南海区内

不少村居也掀起共建

美丽家园的热潮，纷纷

开展“美丽庭院”建设及

评选活动，激发了村民美化

家园的热情。

而在西樵，乡村振兴建

设全面启动后，各村居社区

想方设法动员多方力量，逐

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社区治理新格局，提升居民

自豪感和社区归属感。“以

前从旧村到新村，一路虽有

不少植物，但也有不少卫生

黑点。”年过七旬的西樵显

岗社区居民侯锦英说，为了

改善这个情况，社区居民与

社工群策群力，对东方村7
个地方进行微改造。其中，

侯锦英与 9名热心街坊组

成社区自组织，每月两次对

营造点的花草树木进行护

理。“我们还给每个营造点

命名，看着干净整洁的营造

点，居民爱护环境的意识也

提高了，有的还搬来自家花

草装扮小花园。”侯锦英笑

着说。

在环境变美的同时，人

们的卫生意识也逐步增强。

尤其是“垃圾分类”，在南海

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成为风

尚。在大沥镇大镇社区，吴

丽芳隔几天都会拎着在家里

就分类收拾好的纸箱、塑料

瓶等，一一放到一中文化公

园门口旁的垃圾分类小屋。

小屋不仅干净、漂亮，还可以

通过垃圾分类换取积分，兑

换饮料和零食，深受居民的

欢迎。

“亲眼所见垃圾治理带

来的生活品质提升，全体居

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环境

美才能生活美’的种子。”大

镇社区党委书记梁汉波说，

大镇社区积极创新探索，开

创出一套富有社区特色的

“2+1+4”垃圾收运模式，如

今，垃圾分类意识在居民中

知晓率、参与率、准确率均在

90%以上，垃圾减量率超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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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享“向往的生活”

高标准提升村居生态环境

村民自觉维护村内环境

■里水镇不少村居村民参与花化工程，扮靓家园。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摄

■大沥镇大镇社区村容村貌。 通讯员供图

■桂城中区社区建成不少主题公园。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