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平东解锁奇“玉”之旅
桂城平东社区积极打造玉文化特色IP，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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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庭院“小美”点亮乡村“大美”
丹灶深化“美丽庭院+”模式创新，推动“绿美丹灶”生态建设发展

怎样的庭院才能获得省

级荣誉？是推窗见绿、出门

见景？是四季见花、果树繁

茂？还是错落有致、层次分

明？对于这个问题，丹灶一

对“绿美”姐妹花给出了她们

的独到见解。

通过精心扮靓自家庭

院，她们将艺术与自然融入

方寸之间，让庭院焕发出新

的生机。每一朵盛开的花、

每一片摇曳的叶，都是她们

心中“诗和远方”的具象化。

随着绿美丹灶乡村建设

和美丽庭院创建工作的深入

开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

其中，让“美丽庭院”成为延

续家风文明、促进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载体，逐步实

现“一处美”到“一片美”，为

“百千万工程”注入“美丽动

能”。

走进姐姐徐敏华家中，空

气弥漫着花木的芬芳，恬静的

小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对于打理花草园艺这件

事，我非常乐在其中。”徐敏华

家的庭院占地面积超100平方

米，每一处都透露出徐敏华对于

大自然的喜爱和对生活的热爱。

照顾花草是徐敏华每天闲

暇时光都要做的事。出于自身

兴趣爱好，徐敏华主动了解每

种植物的特性，充分利用庭院

空间种植适宜的花草树木，形

成了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绿

化格局。罗汉松、桂花、狐尾天

宫等各类花草与院子里的装饰

物相映成趣，置身其中，让人感

到闲适悠然。2023年，徐敏华

家庭获评广东省“最美庭院”示

范户。

在营造绿色家园的同时，徐敏

华也带动着周围家庭加入美丽庭

院建设的行动中去。“朋友们经常

来我的花园学习经验，我们一起在

院子里赏花品茶，十分惬意。”日常

生活中，徐敏华很喜欢和邻里朋友

分享种植心得和养护技巧，激发大

家对植绿护绿的兴趣。

妹妹徐桂华也是一位“绿

美能手”。对油画、陶艺有过深

入钻研的她，用自己的巧思设

计，让位于上安社区的祖屋焕

发新生，成为这条路上最吸引

眼球的“地标”。“用好手头上现

有的材料，可以做出很多独一

无二的东西。”徐桂华非常擅长

废旧物改造，以另一种方式延

续它们的价值，这为她打造美

丽庭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和可能性。

徐桂华也喜欢养花，家里

养满了各种花草，光是三角梅

就养了近 70种。她对各种花

卉的习性了如指掌，并通过修

剪打造出别具一格的花卉造

型，鳞次栉比的设计感令人耳

目一新。2023年，徐桂华家庭

获得广东省“美丽庭院”称号。

作为丹灶“乡村绿美导师”

的她，还经常深入各村居，现场

指导庭院微改造，让妇女群体

在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

赏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进一步

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以

“美学”赋能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

巧手理庭院 方寸之地放光彩

广泛参与 美丽庭院遍地开花

一户一庭院，一处一风景；开

门能见绿，推窗能赏景；晨起闻花

香，暮时听鸟鸣，成为了“绿美丹

灶”的真实写照。如今，越来越多

像徐敏华、徐桂华一样的妇女加入

美丽庭院建设的行列中去。

方寸之间的美丽庭院是美丽

乡村的细胞，更是乡村发展的缩

影。近年来，丹灶镇妇联先后推出

“锻造巾帼先锋，共建美丽家园”计

划和“激扬巾帼力量，共筑有为美

家”计划，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妇女

微家打造，社区志愿服务开展，营

造美丽家园从我家做起，从微小做

起，从身边做起的良好氛围。

当前，丹灶正深入实施“百千万

工程”，推动“绿美丹灶”生态建设发

展。丹灶镇妇联以绿美丹灶生态建

设为主线，结合“百千万工程”，按照

“一条绿化景观路、一片乡村休闲绿

地、一个庭院绿化示范点、一片生态

景观林”标准，开展“三个一”绿美乡

村巾帼赋能计划，以“建立一支美学

赋能队伍、一系列美学点亮课程、一

批美丽庭院示范户、绿美乡村体验

路线”的重点内容，为打造推窗见

绿、出门见景、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

园贡献巾帼力量。

6户家庭获评广东省“最美庭

院”示范户；6户家庭获评佛山市

“星级美丽庭院”示范户；丹灶智慧

妈妈义工队获“广东省最佳巾帼志

愿服务组织”称号；建设社区美丽

庭院特色项目获南海区特色项目

扶持资金……在“绿美丹灶”生态

建设的推动下，丹灶的美丽庭院遍

地开花。

庭院美，乡村更美。接下来，丹

灶镇妇联将发挥“联”字优势，集结

女企业家、巾帼骨干、亲子家庭等社

会资源，深化“美丽庭院+”模式创

新，为打造推窗见绿、移步换景的美

丽庭院、示范路线贡献“她力量”，谱

写绿美丹灶的巾帼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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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华和朋友分享种植心得和养护技巧。

■徐桂华让祖屋焕发新生，成为吸睛“地标”。

在南海桂城，有这样一个

宝藏社区，宁静古朴，绿树碧

水、小桥人家、古色建筑……

行走其中，步步是景，处处如

画，令人流连忘返。全国最长

的玉器产业链条就分布于此，

这是全国四大玉器市场之一

平洲玉器街所在地平东社区，

以“天下玉，平洲器”而闻名。

近年来，平东社区不断强

化乡村振兴工作，结合“百千

万工程”，致力打造玉文化特

色IP，已建成综合性玉器珠宝

特色小镇，年交易额超百亿

元。2023年，平东社区被评

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

典型村。基于平洲玉器这一

特色产业，平东社区以“玉”为

媒，打造了一条独具产业特色

的精品路线，以产业振兴带动

乡村全面振兴。

平东于宋代开村，至今已有

800多年历史，自古便是鱼米之

乡。明清时期，这里水路通畅，

通过平洲水道就可以抵达广

州。得益于便利的交通，20世

纪初，平洲玉器产业开始兴起。

历经40多年的快速发展，平

洲玉器街已成为国际化玉器大市

场及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立于平洲玉器街北入口，一

座以佛山彩灯为主设计的门楼

仿佛是个时光通道，连接了古代

与现代。一路前行，街道、广场、

绿化都充满了岭南古典园林的

韵味。每走一步就是一家玉器

珠宝店。只见市民游客穿梭其

间，挑选各式精美的玉镯、手串、

玉牌、耳扣，一片繁忙景象。

围绕“以玉立德，诚信平

东”建设，平东社区开展了一系

列的美丽文明村居环境提升工

程，建成平东历史文化馆、社会

价值观核心公园，积极培育向

上向善的村居文明风尚。移步

平东历史文化馆，你将窥见农

耕小村变为全国最大的缅甸翡

翠玉石集散地和玉器生产批发

基地的巨大变化，感受敢为人

先的先辈们在平东干事创业的

热血和激情。

近年来，平东社区大力推

进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现代体

育事业。来到平东文体活动中

心，你能在家教家风体验馆、乒

乓球活动场室、玉德天台农场

等，参加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文体活动。巧手编织带

有平洲玉石的“平安扣”手绳；

以球会友，赴一场乒乓球趣味

赛；亲手采摘蔬菜瓜果，体验农

耕文化……一站式解锁平东的

N种玩法。

如果说，前面几个研学点，你

看到的是特色产业的繁荣发展景

象。那么接下来，你将感受到浓浓

的人文气息。

在平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园内，一座大型的“玉出于山”雕

塑格外亮眼，见证着社区与群众的

友好互动。这里设置了佛山功夫

角以及儿童游玩区，配备全民健身

器材。在参观途中，市民朋友可以

跟随“功夫大师”学习洪拳招式，感

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在平东，有一座融合了云南纳

西及广东岭南建筑风格的仿古建筑

群一定不能错过，那就是占地5万
多平方米的翠宝园。园内亭台楼

阁、流水潺潺，随手一拍，就是大

片。园内还进驻了各大直播平台，

你可以化身主播，为平东直播带货。

近年来，桂城街道、平东社区开

展玉器街“微改造”，为建筑注入现

代元素和玉文化元素，玉廉文化广

场也搭上了升级改造的顺风车。这

里新建了画山廊“玉眼”、下沉景观

广场等多处生态、文化景观，成为一

个集商业需求、社区生活、廉政教

育、生态山水于一体的公园。在这

开阔的美学空间内，你能深刻感受

到玉器之美、人文之美。

平东的魅力远不止于此，还有

一个全新的展馆藏在这里——平

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数字展厅，这

是南海首个玉器文化地情体验

点。徜徉其间，你不仅能全面了解

到玉文化、艺术、科技、产业转型升

级等方面的情况，还能近距离欣赏

大咖的顶级玉雕作品。你更能在

此切换成“买家”及“拍卖师”等角

色，解锁新奇有趣的玉石拍卖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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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洲玉器街北入口门楼——平东历史文化馆——平东文体活动中心——平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园——翠宝园及游客服务中心——玉廉文化广场——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数字展厅

“玉”见城市古今

“玉”见人文之美

■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数字展厅，是南海首个玉器文化地情体验点。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何燕慧摄

■平东历史文化馆。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夏永艳摄

平东研学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