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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
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责编沈煜刘浩华 美编杨淑萍

▲佛山南海邓英春口腔诊所遗失放射诊

疗许可证副本，编号：南卫放证字

（2024）第0605F513号，现声明作废。

一场关于“绿美”与“艺术”的乡村实践在西樵镇拉开帷幕。“樵见美好・艺术乡建”西樵镇北江片
区联合大党委绿美共创现场会近日在崇北社区举行，展示了西樵镇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创新探索，
共同勾勒“生态美、人文美、产业美”的“百千万工程”新图景。

小摊位大民生 点亮南海新“夜”态
南海夜市蓬勃发展，点亮城市的活力与温情

作为岭南医学大家何梦瑶的

故乡，崇北社区正深挖并弘扬中

医药文化底蕴，创新发展中草药

文化。为将中草药文化与绿美生

态建设相结合，活动中，乡村美学

坊向崇北社区赠送“中草药种子

盲盒”，参与者们在“五韵园”里种

下薄荷、艾草、金银花等兼具观赏

性与药用价值的植物。这些“种

子盲盒”，不仅是生态共建的象

征，更暗含着西樵镇对“绿美经

济”的深层谋划——通过种植特

色植物，未来可开发中草药文创、

手工皂等衍生产品，让生态资源

转化为经济效益。

这种“从生态到经济”的转化

逻辑，贯穿于本次现场会的诸多

环节。例如，乡村美学研究室的

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挖掘北江片

区的农耕文化、非遗技艺等资源，

策划“稻田艺术节”“水乡市集”等

体验项目，推动“美丽资源”向“美

丽经济”转变。而区镇女企和社

区的结对共建，更是将商业运营

与乡村美学深度融合，探索“庭

院+民宿”“庭院+手作”等新业态，

让村民在守护美丽家园的同时，

共享发展红利。

“这次活动，镇、村和女企都

参与进来，共同为乡村美学聚力

赋能，说明乡村美学这把‘火’，已

经初步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

之势。”西樵镇党委副书记王晓

娟表示，希望更多村居能够借

助乡村美学，扮靓乡村，创造美

好。

展望未来，西樵镇的绿美乡

村建设将实现“三个转变”：从“绿

化为主”转向“四美融合”，从“短

期行动”转向“长效机制”，从“物

理改造”转向“精神重塑”。通过

这些转变，以及开展“美学课堂”

“最美庭院评选”等活动，西樵镇

正努力让乡村绿美成果真正惠及

每一位村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樵镇

正以艺术为笔，以生态为纸，在北

江之畔描绘乡村振兴的壮美画

卷。

活动现场，一系列结对共建

仪式格外引人注目：西樵镇乡村

美学坊与崇北社区乡村美学研究

室结对，进一步完善“专业团队+
本土力量+社会资源”的多元协同

机制；相关领导为区镇女企与崇

北社区结对共建的“美丽庭

院”——“五韵园”揭牌，标志着企

业资本与乡村资源迎来深度对

接；北江片区还与西樵镇足球、篮

球、龙舟、乒乓球、太极等体育协

会达成共建协议，启动北江体育

文化节。这些举措构建起“专业

团队+本土力量+社会资源”的多

元协同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能。

其中，乡村CEO利韦熹发

布的北江体育文化节计划尤为

亮眼。该计划整合华夏村的龙

舟、大岸村的篮球、崇北社区的

足球、联新社区的乒乓球、樵江

社区的太极拳等本土体育资源，

串联绿美景观节点，打造“体育+
文旅+生态”的复合型 IP。“我们

计划通过美村计划，沿赛道种植

观赏性农作物，让‘体育赛道’变

身‘网红打卡道'，同时打造体育

产业链，推动流量变现。”利韦熹

充满信心地表示，将探索“以节

促建、以赛引流”的发展路径，让

绿美成果从“环境改善”转化为

“发展红利”。

女企业家的参与则为乡村振

兴带来了商业思维。她们不仅提

供资金支持，更将市场理念融入

庭院经济开发，在示范庭院中植

入中草药文创产品展售等业态，

让“美丽庭院”从“观赏品”变为

“增收源”。

走进崇北社区，青砖矮墙围

合着四季花木，旧陶罐变身艺术

花盆，非遗竹编搭成景观小品，移

步换景间尽显“微改造、精提升”

的巧思。这条精心打造的绿美示

范路线，成为本次活动最生动的

“开场白”，吸引市区镇领导、村居

代表、巾帼志愿者、乡村美学专家

等百余人驻足欣赏。

崇北社区党委书记刘纯维介

绍，社区聚焦“家园共筑·活力崇

北”品牌建设，以生态建设为支

点，探索出一条“生态+体育+旅

游+城市”的融合发展新路径：借

势两江生态资源优势打造文旅新

IP，通过赛事引流更多协会组织、

游客看见崇北、来到崇北、留在崇

北；以绿色空间吸引青年人才返

乡创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

村治理格局。

让刘纯维感到振奋的是，这

些改造不仅美化了环境，更激活

了社区的内生动力，“当村民在改

造中找到家园归属感，形成文明

新风尚，绿美生态建设就有了持

续的内生动力。”

活动现场，区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为“乡村美学研究室”成员

颁发胸章，标志着这一融合社区

干部、经济社社长、“乡村CEO”、

返乡青年及乡贤的创新平台正式

启航。

崇北社区的实践并非个

例。近年来，西樵镇全力推进绿

美生态建设，通过“组织牵头、妇

联发动、群众参与、乡贤支持”，

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培育出百余个各具特色的示范

庭院。

绿美×艺术 赋能乡村焕新颜
西樵镇崇北社区探索“从生态到经济”转化，走出“生态+体

育+旅游+城市”融合发展新路径

汇聚乡村振兴新动能

城市烟火气
带来的情感享受

南海的夜市为何能喜提众多街坊市

民的喜爱？或许，这里藏着烟火气满满的

“生命力密码”。

对灵活就业者而言，夜市是“永动”的

创业孵化器。在南海，记者采访到的夜市

主理人，既有年薪30万元的企业高管，将

夜市经营视作热爱事业的金融从业者，又

有接受过大牌茶饮培训如今日入四位数

的茶饮店摊主……这些不足五平方米的

摊位，承载着许多普通人的“理想”。

而对市民而言，比起商场里千篇一律

的消费，夜市凭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轻松

自在的氛围，给市民带来了既能逛得开心

又不用“端着架子”的双重满足，而这种独

特的体验正是夜市的魅力所在。

无论是九江的集装箱夜市、西樵龙湾

夜市，还是桂城昆岗夜市，我们可以发现，

“上班族”在这里摘下工牌大快朵颐后静

静发呆，年轻情侣分享着平价正宗的广式

云吞，新媒体达人逐个摊位打卡美食并记

录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烟火气满满

的市井小摊里，给多个年龄段的各个群体

带来“想”与“不想”的“佛系”情感体验。

此外，也有市民期望得到更舒适有趣

的夜市体验。市民刘成光认为，虽然夜市

氛围很好，但目前存在品类较为单一的问

题，许多摊位经营的产品相似，缺乏新意

和更新。“希望能多一些特色、新颖的美食

和商品，这样每次来都能有新鲜感，也能

吸引更多人来打卡。”

或许，人们对市井新“夜”态的期待，

本质上是在期待自身在这座城市的融入，

以及城市对每个个体的关注。

深夜，收摊的摊主们推着餐车隐入巷

口，意犹未尽的市民卸下了一天的疲惫，

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奋斗与期待。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何燕慧

沈芝强 黄金全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沈芝强

黄金全 仇嘉辉

傍晚六时，西江畔，摊主翠

姐的集装箱商铺前已排起长

队。她与丈夫默契配合，烤串

翻飞间飘出阵阵焦香。

“一个集装箱改造需投入

五六万元，但顾客喜欢吃让我

们觉得一切都值得！”金融从业

者出身的翠姐，将夜市经营视

作热爱的事业。为做出特色，

她曾远赴苏州学习糖水摆盘、

到汕头钻研绵绵冰技艺，还结

合澳门亲戚传授的鸡蛋仔秘

方，研发出50余种饮品、近百

款小吃。

另一边，主理人“豆腐哥

哥”的创意摊位曾是网红打卡

地，法式花园、港式风情等主题

每半年一换，吸引不少市民前

去打卡。然而，单一的经营模

式和攀升的运营成本，让“打卡

经济”难以为继。

深思熟虑后“豆腐哥哥”选

择转型，在保留特色场景的基

础上兼营创意轻食和文创周

边，如港式主题搭配鸡蛋仔冰

淇淋等。如今，摊位不仅人气

回来了，更成为夜市差异化发

展的典型。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摊位

前人头攒动，有的三五成群，有

的拖老带少，亦有年轻的小姐

妹牵着手逛街，灯光暖，江风

微，市民心情惬意。

“我家就在附近，下了班经

常和家人来逛夜市，吃吃美食，

感受下热闹的氛围，幸福感满

满。”家住附近的李女士正带着

孩子在夜市闲逛。她告诉记

者，自己最喜欢夜市的“烟火

气”，各类美食集聚一堂，空气

中弥漫着诱人的香味，整个人

都被治愈了。

夜市的烟火气中，也藏着

摊主们的酸甜苦辣。“天气转

暖，客流量明显回升”“最近销

量比上个月增长了两成！”不少

摊主言语间满是欣喜。

而卖烤肠的阿玲姐坦言，

周中营业额常不足百元，周末

及节假日也不理想，母亲节当

晚收入仅200元，“扣除成本，

勉强糊口”。她期望，运营方

能定期举办活动，优化节日氛

围布置，进一步激活夜市活

力。

当日，距离西江湿地公园

20多公里的西樵龙湾桥底夜

市，93盏暖黄灯光也照常亮起。

退役军人何庆辉的柠檬茶

摊前，总排着长队。手工烤制的

鸡腿和9.9元一杯的手打柠檬

茶，是他退伍后创业的起点。

“租金200元一个月，比进厂

自由多了。”何庆辉笑着说。从选

柠檬时的口感太酸，到研发出“爆

款”，何庆辉的“掂档”柠檬茶摊在

政策支持下，成了夜市“明星”。

“虽然经营摊位要自己备

料、制作、收摊，比进厂辛苦，但

看到客人竖起大拇指说‘好掂’，

那种成就感多少钱都买不到。”

何庆辉称，经营成本低更有精力

打磨产品。

如今，他的“掂档”已经成为

夜市里名副其实的“掂”铺。“周

末或者节假日人流量大的时候，

一晚上能卖上百杯柠檬茶和几

十个烤鸡腿。”说起业绩，何庆辉

脸上透着欢喜。

不远处的瓦缸美食主理人

陈子源，每日驱车两小时跨区

经营，只为将“祖传”吊烧鸡带

入西樵。

“瓦缸古法吊烧讲究火候和

时间的把控，多一分太柴，少一

分不熟。”陈子源对自己的手艺

充满自信，虽然每天要往返近两

小时，但他看准了南海和西樵的

市场潜力，“这里年轻人多、氛围

也很好，如果生意稳定，考虑在

这里开分店。”

“以前路边摊脏乱差，现在

统一规划管理后，走道更宽敞了，

卫生也有保障。”本地青年戴伟新

每周打卡夜市三次，柠檬茶和焦

香烤鸡翅，成为他与朋友的深夜

食堂。他指着周围三五成群的

年轻人说，“你看，这里已经成为

我们本地年轻人的新聚点了。”

而美食达人陈先生则专门从

禅城驱车赶来，只为一口“外酥里

嫩”的童年味道：“这里的烟火气很

纯粹，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

夜幕初垂，九江镇源林西江湿地公园亮起星星点点的暖
光。集装箱夜市的商铺前飘来柠檬茶的清香，烤串的烟火袅
袅升腾，孩童举着糖画嬉笑着穿梭人群。吆喝声、谈笑声与
江风交织，勾勒出一幅“夜九江”的鲜活画卷……

而这只是南海夜市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南海，夜经
济以最朴实的姿态，点亮城市的活力与温情。

艺术赋能乡村焕新颜微改造精提升

从生态到经济 探索绿美乡村建设新路径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吴旭楠

C-BOX里的“百味江湖”

桥底别致夜市成青年新聚点

■位于九江镇源林西江湿地公园的集装箱夜市。

■陈子源在制作吊烧鸡。

■与会者在崇北社区内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