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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广交会）正式开幕，江企积极参展，
“江门制造”展示专区和江门企业馆惊艳亮
相，获得众多客商关注。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于4月15日—5月5日
分三期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举办，同时开
始了常态化运营线上平台。本届广交会是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届，线下展览面积约150万平
方米，有超过3.4万家企业线下参展。江门市
共有280家企业参加，获得展位数量744个。同
时，江门市精心打造“江门制造”展示专区
和江门企业馆，充分展示江门市坚持制造业
当家、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本届广交会第一期举办时间为4月15日—
19日，主要展品为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家
用电器、照明产品、自行车、摩托车、电子
电气产品等。第一期，江门市有15家企业获安
排84个品牌展位，128家企业获安排227个一般
性展位。为全面落实江门市委、市政府“制

造业当家”发展战略，以“大国重器”和高
质量“江门制造”引领外贸高质量发展，江
门市在本届广交会第一期期间集中展示江门
最高水平的制造业产品，48家（其中32家设有
企业展位）企业携92件江门“智”造产品共同
打造“江门制造”展示专区，展览面积达135
平方米。中车广东、中集车辆、中创新航、
中交四航、欣龙隧道等一批轨道交通装备、
新能源汽车、海工装备领域的江门制造“国
之重器”集中亮相广交会。摩托车、水暖卫
浴等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产品也将同台
亮相，全方位展示“江门制造”实力。

同时，江门市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在广
交会展馆A馆北平台打造江门企业馆。其中，
第一期江门企业馆占地300多平方米，重点展
示摩托车、智能家电、麦克风等国家级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企业及其产品；第二期江门企
业馆占地200多平方米，重点展示五金不锈钢
制品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企业及其产品。

（文/图 陈敏锐 刘琳）

潭江之滨，华侨古镇，百年商埠，重现
繁荣。

4月的一个傍晚，位于江门开平的广东赤
坎古镇侨乡国际旅游度假区（下称“赤坎华
侨古镇”）游人如织，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
们，或乘坐有轨电车，或迎风漫步徐行，徜
徉在河畔连片中西合璧的骑楼巷道间，时而
见希腊式立柱，罗马式、哥特式拱券，时而
见中式壁画、岭南民俗，不时发出“建筑很
有国际范”和“有如走进电影世界”的感
叹。

声 声 惊 叹 中 ， 记 者 在 景 区 一 处 渡 口 驻
足，不知不觉间产生时空交错之感：眼前的
人声鼎沸与370多年前的埠市繁华，眼前的渔
舟晚唱与170多年前的坐船远行，眼前的骑楼
风情与100年前华侨归乡筑堤开铺，仿若在平
行世界同时发生，又似穿透时代的重生与呼
应……

出洋走向世界又毅然回乡建设
铸就著名华侨古镇
历史是一首叙事诗，追溯其源头，将落

脚到地理生存条件上。
汩汩潭江，蜿蜒五邑。至开平大地，分

出众多支流。其中米岗冲、深口冲、镇海水
等支流积岁月之功，围出一处红土荒滩。
《开平县志》记载，宋元时期，关氏、司徒
氏两族先后迁居到此，不断聚居发展；顺
治、康熙年间，两大家族在此设墟并逐渐聚
拢于潭江边上，沿岸成市。赤坎镇由此发
源，并在随后拉开了繁荣发展的序幕。

清 代 公 路 交 通 不 发 达 ， 潭 江 是 主 要 通
道，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在江上往来，到了赤
坎便停泊在岸边的水埠头，装卸货物、接载
乘客。时间一长，赤坎镇便成为潭江上游的
重要水路枢纽。开平当地文史资料介绍，赤
坎不晚于1823年称埠，鼎盛时期，赤坎埠曾设
定期航班通往澳门、广州、东莞等39个港口，
并与开平境内的苍城、马冈、楼冈等23个乡镇
码头相连。19世纪中叶，当时局势动荡，包括

赤坎人在内，部分五邑民众被迫出洋，前往
世界各地谋生。位于潭江边的赤坎码头，正
是不少华侨出洋的始发地。

时移世易，清朝到民国时期，对故土魂
牵梦萦的华侨们，积极支持祖国和家乡发
展。他们把当时盛行的西方先进文化带回家
乡，与广府传统宗族文化相融合，令小镇的
各项事业尤其是商业、金融、公共文化、城
建等迎来空前发展。

开放交融成就了繁华的商埠。有记载显
示，彼时潭江岸边，骑楼林立，百业兴旺，
商旅繁华，小镇一座，却也通电、通汽车、
通电话电报，各式商铺、茶馆、客栈、银
号、金银铺开门迎来四方客。货架上中外商
品琳琅满目。值得一提的是，这里1908年诞生
了开平首个商会——赤坎商会；20世纪30年
代，赤坎有了最多可同时容纳700名观众的电
影院，在香港播放的外国电影，很快能在赤
坎上映。繁华至此，赤坎也有了“小广州”
之称。

关 于 赤 坎 人 的 故 事 ， 主 线 是 商 贸 和 华
侨，最知名的产物之一，是落在这片土地上
的座座奇异建筑。

放眼整个赤坎墟，连片骑楼式的铺面鳞
次栉比，延伸不断，蔚为壮观。堤东路、堤
西路、中华东路、中华西路、牛圩路、得业
路的骑楼，绵延约3公里，总数超600座。其中
堤西路一带建筑构造极为讲究，几乎一楼一
顶 ， 各 式 的 西 洋 屋 顶 壁 面 后 是 传 统 中 式
“金”字形瓦顶。巴洛克风格的屋顶装饰，
镶嵌着彩色玻璃木窗。满眼都是石雕精美的
小台，以及淡黄、暗红的外墙。世界各国的
装饰风格荟萃于此。

原来，当年在外打拼的华侨以侨资回馈
家乡，还带回了国外的建筑图纸、技术和建
材。在改造建设中，他们将西方元素与本地
传统建筑风格融合，建造出成片中西合璧骑
楼建筑。本地作家余源汉在《赤坎古镇风
情》一文中形容：“（骑楼街）像一条卧

龙，蜿蜒在古镇，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小镇。
骑楼的样式，像是世界建筑博物馆的展品一
样，古希腊柱廊、古罗马穹窿、葡萄牙骑
楼、岭南特色佳果与吉祥纹饰、中国古典卷
草图案，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室内耐看的
洋式吊灯，欧洲式的大厅，华夏古典风味的
桌椅，组合起来，别具风格。”

这些建筑，是以商业为主导的旧城镇格
局与近现代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是西方
城镇规划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实践。他们见证
了岁月变迁，见证了赤坎商贸、宗族的兴旺
发展，如今更成为华侨为故乡留下的最珍贵
的文化瑰宝。

打造世界级文化休闲综合旅游目的地
构筑华侨华人的共同精神家园
时间无言，时代变迁。
当年的荒滩野地，如今坐落着600多座兼

具中西建筑特色的骑楼建筑，组成了全国规
模最大、界面最连续、保存最完整的侨乡骑
楼建筑群；细数人物，从这里相继走出了华
侨楷模司徒美堂，航空救国志士司徒璧如、
司徒管、关荣，中国电影开拓者关文清、司
徒慧敏，革命摄影先驱沙飞等名人名家；更
涌现出关氏和司徒氏为振兴家乡赤坎教育事
业而竞争的经典华侨人文故事，祖籍赤坎的
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多达15万人，赤坎，成
为名副其实的侨镇。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片商业兴盛、
人才兴旺的沃土，滋养了华侨文化、影视文
化、宗族文化、手工艺文化、饮食文化、语
言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等丰富多样、包容并
蓄的文化底蕴。2007年，赤坎被评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

经过岁月洗礼，赤坎已经成为隽永醇厚
的陈酿，越品越香。在当前“中国侨都”江
门深入推进“侨都赋能”、着力做好新时代
“侨”的文章、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华侨华人
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台的背景下，“侨”味
甚浓的赤坎，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保护

活化侨资源，传承弘扬赤坎侨文化，近年
来，江门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物
活化保护模式开发赤坎华侨古镇，致力将其
打造为世界级文化休闲综合旅游目的地，构
筑华侨华人的共同精神家园。

经过数年不懈努力，2023年1月10日，赤
坎华侨古镇项目（一期）启动试运营，开门
迎客3个月来，已累计接待游客75万人，吸引
了大量来自大湾区其他城市、其他省（区、
市）的游客。赤坎正焕发新的时代魅力、绽
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这样的努力，完全契
合4月2日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江门调研时对
赤坎华侨古镇项目建设运营提出的要求——
他强调，要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骑
楼建筑风貌，积极引进多种业态，打响具有
侨乡风情的文旅品牌，让历史街区焕发新的
时代魅力、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赤坎华侨古镇项目由开平市和中信产业
基金、顶度集团合作，规划占地面积约120公
顷，总建筑规模约75万平方米，涵盖文化街、
作坊街、传统手信街、时尚购物街、欧美风
情街、南洋风情街等载体，是国内首个、也
是唯一一个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休
闲度假区。

在建设过程中，该项目修缮保护得到充
分彰显，项目设置文化展示节点35处，其中包
含省级文物保护建筑、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建
筑、历史建筑等，经过保护性修缮后陆续活
化利用展示。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存
古镇空间格局和街巷肌理，延续历史风貌。
如今走在骑楼街，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商家镌
写在门楣或是立柱上的商铺名称，例如开平
酒家、巴黎旅店、泰昌米店、皇后酒店、丽
源百货商店、西隆押铺、汇通银号、天宝银
号……漫步骑楼街，仿佛穿越时空，重见20世
纪商埠的繁华。

而赤坎华侨古镇更触人心弦的不仅是重
现过去的街景繁华，更是对百年来一直传承
不息的侨乡精神内核的重焕与守护。从赤坎
到世界，百余年来绵延不绝的华侨根脉，为
赤坎输送着丰富的华侨文化“养分”，活化
侨资源，弘扬华侨精神，项目对关族、司徒
氏为代表的华侨历史、华侨文化，以及司徒
美堂、沙飞等当地历史名人、红色资源进行
充分挖掘梳理展示。

积极引进多种业态，打响具有侨乡风情
的文旅品牌。项目持续完善古镇业态布局，
在项目（一期）展现20世纪初期赤坎商贸繁荣
景象和市井生活，构建由华侨文化展示、非
遗作坊、文艺表演、酒店、民宿、特色餐
饮、文创商铺等组成的复合业态体系，推进
文旅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范围融
合。未来项目（二期）将规划建设碉楼花园
酒店、商务会展中心和滨河商业区，为华侨
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大会、文化交流、金融论
坛等活动开展提供新载体。

未来，赤坎华侨古镇还将打造为集岭南
文化、华侨文化、乡村文化、休闲文化于一
体的展示平台、广东乃至全国有重要影响力
的文旅新地标、全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的重点项目和典型范例、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的新载体。（文/张茂盛）

短短一年时间，中创新航江门基地项目
完成建筑面积达54万平方米的大型厂区建
设，并即将首线试产。图为厂区航拍图（图

中二期厂房为设计效果）。 新会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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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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  April  25 , 2023

参加“寻访海丝印记 读懂中华文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的驻华使节和中外媒体代表走进泉州——

(江门市宣传部供稿)

驻足赤坎墟 从出洋的离愁到回家的乡愁

 泉州光电产业渐成

新增长极

“江门制造”展示专区展示的摩托车引起了众多客商关注。

                     
      中华白海豚
在江门海域成群嬉戏

央 视 聚 焦

4月10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推送《海
上“大熊猫”出没！中华白海豚组团到此
“畅游”》，关注中华白海豚现身广东江
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图为在广
东江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中
华白海豚结伴嬉戏。

（文/图 张奕维 刘伟）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广 交 会 开 幕

  “江门制造”展示专区和江门企业馆获关注

“赤坎”二字，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地名，站在侨乡的角度看，它更是一个精神文化符号。 郭永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