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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在促进乡村自治共治、

夯实乡村德治根基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南海区“1114”工作体系中，“文”是活力新南海的灵魂，在社会治理功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如何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社会善治，赋能乡村振兴？我们采访了这三个基层案例，也许

可以从中窥见南海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

在广佛地区乃至全国，西樵镇松塘村无疑是

一条“明星村”，这个拥有 800 多年历史的翰林

古村，早在 10 多年前就摘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称号，并逐渐成为热门的乡村游景点。

然而，在上世纪末，松塘古村受工业化冲击，

也曾一度迷茫。在松塘村出生长大的区氏后人、

上金瓯社区党委委员区国敏告诉记者，改革开放

之初，松塘村依托西樵纺织重镇的产业基础，以

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工厂蓬勃发展，村民收入颇

为稳定。但随着集约化生产的应用，村中纺织业

逐渐式微。

松塘村要如何发展？当周边一座座工业园拔

地而起的时候，松塘村却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入

到乡村文化建设中。

2008 年，松塘村以重修孔圣庙为契机，村民

自发成立翰林文化协会，在港澳同胞的带动下，

筹集了 200 多万元成立“翰林文化基金”，对村

内古建筑和珍贵文物进行修复、奖励考上大学的

学生。

2011 年，松塘村与村民订立《西樵镇松塘村

村规民约》，要求村内的有证土地、祠堂、民居

等项目的改造，均需保持古村岭南建筑风格。至此，

松塘翰林文化重新走入人们视野，一张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蓝图也在这里徐徐展开。

在松塘村父老的带动下，村民们对村庄的人

物、历史、地理、建筑、传说等文化事项进行了

全面收集和整理，并在高校学者的帮助下，积极

申请国家级、省级等各类历史文化名村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项目，恢复“烧番塔”“孔子诞”“出

色”等各种非遗展示活动，为古村落活化注入了

鲜活的文化内涵。

松塘村还充分挖掘和利用村中特有的自然景观

和历史文化资源，选取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书舍家

塾、空置的古民居建筑群，建成活态化的翰林文化

博物馆、松塘学堂体验馆，引入积厚堂民宿、福厚

博物馆等旅游项目，丰富旅游业态，“留”下游客。

凭借着成功的古村保育活化路径，松塘村

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先后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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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还成功登上央视大型纪

录片《记住乡愁》节目。2015 年 12 月，时任文

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参观松塘

村时也忍不住点赞，“我来到了松塘，看见了文化，

感受到自觉，记住了乡愁”。

今年 1 月，“松塘模式”再次引领南海历史

文化保育与古村活化工作，在短短 13 天内，便筹

集 300 多万元善款修缮区氏宗祠，并以此为契机，

建立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工作机制，用结余的善款

对族中多间祖祠进行修缮，创下了区内村民自发

大规模修缮文物的先例。

而随着首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的即将开幕，

松塘村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作为南海大地

艺术节八个分区之一，松塘村的古建和文化将会

得到进一步活化提升，打造文旅新业态，更好地

带动全域性旅游。

值得一提的是，南海拥有 391 处各级不可移

动文物；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9 个；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 18 个。现存的传统

民居超过 3 万座，祠堂、书院、私塾、庙宇 2800

多座，这些都是南海赓续历史文脉最鲜明的标识、

最宝贵的财富。这些“文化富矿”一旦被深入挖掘、

提炼和升华，必将为南海这座千年古郡打开现代

化活力新图景，向人们呈现更多想象力。

“好波！”“跟住他！”“快点传啊！”……

这个夏天，比天气更火热的，要数已经连续举办

了 17 年的南海区百村（居）男子篮球赛。

早在 2005 年，南海就启动百村篮球赛，该

赛事从首届 163 个村居近 2000 名运动员参赛，

发展到今年 262 支参赛队伍近 3000 名运动员参

赛，覆盖了南海几乎所有村居。

通过 17 年的发展，百村篮球赛不仅成为了

南海的一张文化名片，更是

凝聚村民精气神、推动基层

治理的一股强大力量。

对此，西樵镇儒溪村党

委书记陈旺弟深有感触。“曾

经的儒溪人心涣散，如一潭

死水。但在 2007 年，我们

以一支篮球队成功将儒溪激

活。”陈旺弟说，十多年里，儒溪篮球队勇夺四

次西樵冠军，一次南海亚军和一次南海季军，成

功打造了儒溪篮球品牌。

而自从村里有了篮球队后，儒溪村又陆续

组建了曲艺社、象棋社、龙舟队、足球队和妇女

舞蹈队，每年超 60 场文体活动，不仅大大丰富

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增强了村民间的凝

聚力。

文化繁荣的力量也激发起儒溪村内的志愿

力量，儒溪村拥有党员、妇女、青年、家长等志

愿队伍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带头走上大街小巷，

身体力行清理垃圾杂物；他们出策献计，打造“爱

心菜园”、“巾帼葵园”、鲜花示范路，以及多

个特色共享小院，为儒溪增添一道道靓丽风景线。

如今，儒溪村已蝶变成南海区乡村振兴精品示范

村、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

除了篮球赛，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也在传

承着南海“敢为人先”的精神力量。

今年端午，桂城叠滘龙船漂移再次火爆出

圈，除了现场万人空巷外，当天全网观看人次更

超 158 万。这场文化盛会不仅激发着村民的文

化自豪感、参与感，更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

力。

桂城叠北社区党委书记庞朝汉介绍，近年

来，叠北社区大力弘扬“宁可煲烂，不准扒慢”“叠

滘佬扒龙船，有弯转”的龙船精神，以党建为引

领，以文化为纽带，激励干群团结一致，激流勇

进。社区还组建龙船党员志愿服务队，大力推动

龙船小镇、爱车小镇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同样，今年 6 月在西樵山天湖公园举行的

锦龙盛会，也在延续着“半山扒龙船”的精神内核。

这场盛会不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竞技、特色人文

与城市新景有机融合，带动文旅深度发展，更继

承了 1980 年那场盛会的传统，发挥向外界展示

城市形象和招商引资、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功能。

经济让城市强大，文化让城市伟大。悠久

的历史文化凝聚着一座城市所特有的基本价值和

普遍认同，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契合点，

就相当于找到了撬动社会杠杆的支点。

作为岭南广府文化主要发源地的南海，拥有

着醒狮、龙舟、功夫、粤剧等世界级文化 IP。

用好用活这些宝藏，敦睦乡情、凝聚民心、

汇聚力量，可以为南海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开辟一片广袤新空间。

近段时间，“一元爱心捐”活动席卷南海九

江。该项活动自 9 月 1 日启动以来，短短几十天，

便通过线上线下筹集到善款 545 万元，累计参与

人次达到 110 万。按照九江 24 万常住人口来算，

过去一个月，平均每人捐款超过 4 次。

一个小镇在这么短时间内筹集 500 多万善

款，放眼全国不多见；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人人

参与、循环参与，这样的盛况更不多见。是什么

支撑这场“爱的循环”不断延续？这还得从九江

乡贤关杰初说起。

作为此次“一元爱心捐”的首倡者，关杰初

在 8 月中旬就联合九江慈善会发出倡议，号召大

家每天捐赠一元钱，积小钱成大爱。他个人也坚

持每天捐赠 6000 元，并承诺将按参与人数进行

等额配捐。

为推动活动走向深入，关杰初在 9 月开学季

持续走访九江全镇 14 所公立学校，号召年轻的

学子传承乐善九江精神，参与“一元爱心捐”。

过去一个月，从个人到机构、从学校到厂企、从

村居社区到机关单位，一场全民公益在九江迅速

蔓延开来。

关杰初为何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是因为等额

配捐的承诺吗？不！是因为关杰初多年来一直坚

持反馈家乡的善举。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关

杰初捐赠及认捐的慈善公益项目约 5 亿元，充分

发挥了南海新乡贤的标杆示范作用。

一个例子，可以窥见关杰初的桑梓情怀。

“不让群众出一分钱，提升工程的费用我全包

了。”2018 年 8 月，关杰初、吴绮兰伉俪捐资

超 1.1 亿元建设的“乡村振兴·美丽源林”城乡

道路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改造道路达 88 万平方

米、177 公里，惠及 20 多万九江民众。

关杰初的大善，感化着身边的人，引导着全

社会崇德向善，村民们开始把邻里矛盾放下，更

多为他人服务。这次“一元爱心捐”活动，深刻

体现了新乡贤的“大”作用。在关杰初的号召下，

一场全民参与的慈善行动在九江掀起。

这不仅是一场大爱的传递，更是一次推动基

层善治、迈向共同富裕的成功尝试。活动所募得

的资金将用于医疗资助、教育助幼、乡村公益、

救急济困等公益领域，帮助有需要的人。

“做不成首富，但要做首善，带动更多人向

善是最开心的事情。”关杰初认为，真正的成功

不在于赚多少钱，而在于服务了多少人、帮助了

多少人。他为九江带去的不只有资金，还有乡贤

赋能志愿服务、改善乡村治理的新路径。

环顾南海，这片热土有着约 40 万的海外乡

亲，超百万的新南海人，以及一大批在南海的本

土贤良。可以想象，这股力量一旦激发，南海基

层治理现代化将增添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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