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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五彩稻田”初具雏形即日起至7月上旬可前往观赏

Friday  May  21, 2021

玉湖片区荔浦安置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近年来，江门着力提升城市品质，积极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旧改文旅项目落地，在
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的共同努力下，一批老建
筑被成功盘活。特别是2019年江门市住建局启
动了《江门市长堤历史街区规划提升与活化利
用策划方案》，去年，启明里等地首批22间房
屋率先完成升级改造工作，成了五邑文旅新地
标，为老建筑的活化商用开了一个好头。

 “老建筑活化商用后作为纯粹的文化场
所生存很难，必须通过消费业态来支撑。”五
邑大学江门经济研究中心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
伍锋认为，目前，江门老建筑的活化商用“叫
好又叫座”，但未来如何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还需要在市场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多方合力
启明里形成“网红”文旅商圈
    如今的启明里，是历史与现代、传统与

时尚的融合：远看整个片区，百座华侨建筑矗
立，青色砖瓦老房子与郁郁葱葱的树木相得益
彰；走进街角小巷，历经百年沧桑的华侨建筑
变身特色“网红”店，成了青年创业者实现梦
想、落地创意的乐园。

    启明里火热的背后，政府部门的投入与
推动功莫大焉。去年6月，启明里历史文化街
区活化项目正式启动，首期项目总投资1000万
元，包括启明里等地首批22间房屋外立面动工
升级改造，以及广场建设、三线下地、巷道维
修、交通优化等工作，8月底已完工；11月，
启动二期改造工程，改造范围包括南芬里和九
中街，改造区域面积约1.5万平方米，计划投
资2000万元。

    环境变美了，启明里的文创文旅业态也
在繁荣发展。去年，白沙街道办事处通过成立
业态建设小组，制定《启明里历史建筑活化片
区业态控制导则》，对启明里的业态进行统一
规划管理。“目前进驻启明里的商户有40多
家，从餐饮、文创，到品牌策划工作室，文化
业态繁荣发展，未来将成为一个集文化、创
作、旅游、潮流、休闲于一体的文创文旅商
圈。”江门市蓬江区白沙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
人说。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基础设施搞
好了，社会资本和专业公司闻风而动，纷至沓
来。    

今年春节前，熊一博物馆“火速”进驻，
成了启明里新晋的“网红”打卡店。“五一”
期间，该店日均销售额约9000元，超出预期。

    江门市蓬江区白沙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接下来，将发挥启明里“小切口、大
变化”的示范引领作用，启动长堤风貌街整体
改造，完成水街市场升级改造，打造兼传统文
化和现代管理的超市式市场，将启明里、长堤
风貌街、墟顶片区，打造成国家4A级旅游景
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江门乃至粤港
澳大湾区文旅新地标。

多点开花
老建筑迸发创业创新活力
让老建筑从历史中走来，在创新中传承的

不只有启明里。走进蓬江区环市街道肇恒里，
人们可以感受到两种时代氛围：一方面，青石
板、古祠堂、华侨老屋……勾起了城市人的乡

愁情怀；另一方面，随着创意空间设计工作室
进驻，古村文化与现代建筑艺术的融合，让村
子变得现代而富有韵味。

老建筑是江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
在五邑大地，分布着众多风格各异的老建筑。
以历史建筑为例，目前我市已公布的历史建筑
共有219处，其中市区范围内有159处历史建
筑，已纳入我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四个县级
市共有60处历史建筑，其中台山市9处、开平
市2处、鹤山市46处、恩平市3处。

从城中老街到乡村古镇，江门各地众多由
老建筑变身的“网红”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来。如江门老船厂的杉默音乐园艺餐吧、几米
方圆文化空间，环境优雅，充满时尚元素，吸
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台山草坪里、望岗碉楼
民宿，鹤山来苏村泊瑞·和安里民宿等，每逢
节假日，来自珠三角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老建筑的活化商用实现了“多点开花”，根据
各类资料和公开报道，全市成规模的老建筑开
发利用达10处左右。这些老建筑在创造经济效
益的同时，还很好地传播了侨乡文化。

5月1日—5日“五一”假期期间，江门全
市接待游客214.0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94亿
元，老建筑改造后的景点成为新增收入的重要
来源。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新会区石涧故事、
开平市塘口镇碉民部落等热门民宿“五一”假
期期间“一房难求”，入住率达100%。

市场探索
活化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活化后的老建筑“火”了，后续如何获

得更多人气？如何才能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
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要
接受市场的检验。

“多走几家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网红’
店，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江门
市旅游发展促进会秘书长何岩认为，老建筑的
活化商用业态应多元化发展，深度挖掘其记忆
和文化，不要陷入对复古风潮、经营模式的简
单复制粘贴，让老建筑沦为打卡潮流中的“快
消品”，而是要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打造精
品。

伍锋也认为，老建筑的活化商用应基于老
建筑本身的价值和特色进行活化，并培育业态
多元化发展。“在匹配餐饮、娱乐等基本商业
要素后，片区一些存量老建筑可以考虑改造为
博物馆、阅读空间等，让业态更加丰富、饱
满。”伍锋说。

保护是开发的前提，也是持续活化商用的
基础。据悉，为推动我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建筑保护工作，我市已出台了《江门市历史文
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标志着江门
从地方性立法的高度，强化了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建筑的合理利用。江门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我市已建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建筑保护联席会议办公室，并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江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各项工作计划与任务
清单，并提出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历史
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

江门市政协常委、五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院长张超建议：“对于已列入文物保护的老建
筑，其建筑工艺价值、文化价值都十分珍贵，
这类要原汁原味地保护，不宜过度开发；对于
非文物保护的老建筑，存续量比较大，商用利
用空间很大，政府和商家要注重挖掘其历史文
化内涵，并结合国内外的前沿案例，‘解锁’
老建筑更多精彩面，传承并创新中西融合的侨
乡文化。”

（文/图 陈倩婷 李宝意 刘文意 黄婉仪）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泉州与诺市牵手同行二十五载

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消息，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初评启动，泉州
的 安 溪 青 洋 下 草 埔 冶 铁 遗 址 进 入 初 评 名
单 ，
系 福
建 省
唯 一
入 选
项
目。

据了解，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候选项目包括各发掘资质单位主动申报
的参评项目31项，评选活动办公室将组织投
票，推荐产生20项进入终评。

进入初评候选项目包括安溪青洋下
草埔冶铁遗址，以及贵州贵安新区招果
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山
西夏县师村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
址、陕西府谷寨山遗址、湖南华容七星
墩遗址等。

下草埔冶铁遗址位于泉州安溪县尚
卿乡,是宋元时期泉州冶铁手工业的珍贵
见证，也是构成“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的代表
性遗产要素。

该遗址是中国首个科学考古发掘的
块炼铁冶炼遗址。2019年以来，在国家文物

 出门办社保业务不方便、手机办社保业
务不会用，老年人在办理社保业务时总是会遇
到这样的烦心事。为解决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办理社保业务、到镇（街）公共服务中心
行动不便等问题，4月，我市社保部门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
中国人寿江门分公司合作开展了江门市社保助
老“e”服务项目。今后，全市近100万名基本
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可在1316个村（社区）享受

暖心、贴心、省心的“三心”社保服务。
    制定10项“社保微实事”清单
    江门市社保助老“e”服务项目是我市

政保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充分利用商业保险
公司驻点村（社区）的组织优势，集成全市各
级社保经办机构政策信息数据，有效补充了基
层社保公共服务的空缺。接下来，我市社保部
门将根据老年人的阅读习惯、视力特点、知识
结构，制作《老年人智能手机办社保操作指
南》，帮助老年人学习网上办理社保的操作知
识。同时，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还将探索在服务
大厅设置老年人社保绿色通道，配备专门服务
引导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人按需提供
全程陪伴引导，面对面做好线上服务操作指
导、有关表格填写等帮办代办服务。

    社保助老“e”服务只是我市社保部门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起点。近
日，市社保局制定了10项“社保微实事”清
单，预计6月底取得阶段性成效，年底前确保
完成。“社保微实事”清单是市社保局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基层
困难事、群众烦心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措施。10项“社保
微实事”聚焦增进民生福祉、顺应群众所盼。
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聚力保障改善民生，落
实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扩大失业保
险保障范围、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以
“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在顺应群众期盼
方面，聚力简化办事流程、优化社保服务，以
“小切口”推动“大变化”，打通民生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提升社会保险保障水平
    对外卖小哥、家政服务人员等新业态从

业人员职业安全保障缺位问题，我市2021年4
月1日起实施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政
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扩大工伤保险
覆盖面，不仅化解各类单位工伤风险，也维护
劳动者工伤权益。同时，6月底前继续向符合
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确保我
市参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此外，继续提升职工养老保险金标准，提
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落实完善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建立待遇水平动态增长机制，持续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   （ 文/图 傅雅蓉 廖晓莹）

“小切口”撬动“大民生”

（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日报社供稿）

老建筑变身“网红”的背后
政府部门推动、社会资本参与、老百姓乐意前来打卡消费……江门老建筑活化商用后，人气满满

我市社保部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细落实 近日，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公布了2021年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优秀应用案例名单，全国
共有5个案例入选，其中江门云科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云科”）申报的“基
于工业互联网的胶丝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
案”案例成功入选。

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优秀应用案例每年评
选一次，由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起，在全国
范围进行征集，需经过案例材料提交、初审、
现场答辩、专家评审等层层选拔和筛选。

据介绍，我市入选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胶丝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方案服务商
为江门云科，运营商为中国移动江门分公司，
应用企业为新会区新华胶丝厂有限公司。项目
通过工厂数字化制造运营系统（iSESOL WIS）
建设，实现企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同时基于设
备运行情况、订单完成情况、在制品情况、产
品质量情况、料耗情况、设备能耗情况、人员
绩效等各类数据，为企业生产管理决策提供实
时有效的数据支撑。

据了解，该项目有效提升了企业产品质
量，可将产品不良率降低至2%，同时实现生
产实时数据保存，追溯效率提高3倍，在实时
数据的告警提示下，参数异常处理及时性可提
高2倍。（皇智尧 区醒培）

2021年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优秀应用案例名单公布

我市一案例入选

社保助老“e”服务项目助力老人享受更
好的社保服务。

老建筑变身“网红”店，吸引不少人前来探店打卡。

经过改造后的启明里，重新焕发生机，自

带流量利好商家。

在老碉楼里欣赏乡村风光，十分惬意。

台山草坪里举办稻田音乐节等文化活动，
进一步吸引人流。

江门乡村多处老建筑被改造为民宿，每逢
节假日，来自珠三角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肇恒里一座老四合院里“长”出了小洋房，形成了传统与时尚的对比。

龙虎豹餐厅。陈倩婷摄

熊一博物馆。陈倩婷摄

文林郎欧阳公祠经过翻新改造后，恢复昔日热闹景象，人气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