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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zhujiang business

急 卖 街 铺急 卖 街 铺
业主出国移民，低于成本价出
售带租旺铺，层高六米，已做
夹层。实用率高，7字位，两
边十八米大路，位置绝佳。
售容桂水悦熙园四座铺250
方，实收499万
容桂水悦熙园十五座铺105
方，实收399万
罗 生 13702269670、
13425861400

君发物业君发物业 1370234678813702346788
1350027908813500279088

●华盖路单家，两层建筑65m2，繁华地
段，可做民宿或自住，售88万
●华侨城天鹅湖一线顺峰山美景，265m2

豪装5房双车位售880万
●府又东宏路单家 13 米大路，占地
80m2，建筑370m2，售450万
●东区愉景花园别墅占地180m2，建筑
280m2，坐北朝南，仅售768万
● 东 康 花 园 独 墅 占 地 180m2，建 筑
300m2，坐北朝南拎包入住售868万

●同晖路纯国有单家 6米路朝南占地
115m2，拎包入住售538万
●东城花园电梯中层150m2精装四房，仅
售198万
●近良纯国有单家占地160m2门前8米
路东南向，仅售650万
●东康路一线大路整栋商住楼出售，建筑
360m2，仅428万
●富安工业区国有厂房占地5000m2建筑
4000m2，3边大路，交通便利，售3980万

村股份村股份//农商股金买卖农商股金买卖
高价收购顺德、中山、佛山各村股份
珠海农商银行股金5.95元/股出售

罗生：13702269670、
1342586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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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大良：大良沿江北路118号

电话：22212413

容桂：容桂街道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伦教伦北路8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居仁路5号Ａ座2号铺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电话：25501622

服务热线：22200555

农历五月的顺德格外热闹，龙舟
饭、岸龙巡游、灯光夜龙、水上集市
等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全区各大小村
居铺开，让顺德龙舟持续“火出
圈”；“黄龙村睦邻冬瓜节”“左滩村
鱼灯文化节”“桃村栾樨文化节”等
乡村文化活动极具特色，让市民、游
客畅游美丽乡村，共赏水清岸绿；

“均安草鲩”“陈村花卉”“勒流厨
师”等乡村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以
产业之兴激活乡村振兴源头活水……

2023年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顺德落实广东
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的起步之年。今年以来，顺德高水平
谋划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精准发力，
部署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扎实推进城乡面貌改善提
升，保育与开发龙舟、美食、粤曲、
广绣等各色乡村本土文化，深度构建

“一村一品”格局，推动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壮大特色文旅IP的
影响力。

“顺德是广府文化的核心之地、
传承之脉，‘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对顺德和美乡村的建设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而‘南粤百村’顺德乡
村文化艺术周的开展，便是在探索振
兴顺德乡村文化的新思路、新模式、新
举措。”艺术周开幕式上，顺德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谭逢显表示，顺德以和美
乡村建设为目标，打造政府主导、区镇
联动、政企合力、社会参与的良好局
面，争取建设更多有内涵、能落地、可
持续的共生乡村示范案例，着力打造
一批又一批顺德的和美乡村。

今年5月，顺德区召开区委农村
工作会议暨贯彻省委市委“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高水平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动员大会。佛山市委

副书记、顺德区委书记刘智勇提出，
顺德要把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县千镇
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抓实抓好，以竞标争先的雄心壮
志，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壮大县域
经济开辟新的空间和道路，为广东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顺
德力量。

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推进高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顺德将突出抓好乡村产业振兴，着力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农业
初、深加工体系，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抓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统筹做好村庄布局规划，分类推
进村庄发展，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均衡发展，不断健全农村集体
长效收益机制，推动乡村振兴和“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各项工
作落地见效。

“弼教村种植花卉的历
史十分悠久，有岭南千年花
乡的美誉。艺术家通过水上
的花市、花田上的农棚以及
远处的高楼，多层次展现花
卉种植产业在历史发展历程
中，持续焕发的新生机
……”7月2日，一场别开
生面的“乡村文化课”在北
滘文化中心展览厅举行，在
展览画作前，顺德百越乡村
振兴促进中心负责人江海峰
将作品的时代背景与创作意
图娓娓道来。在场的学生们
细细聆听，不时提问感兴趣
的细节，在得以拓宽眼界之

余，进一步提升自己对顺德
乡村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一连 14 天，“南粤百
村”顺德乡村文化艺术周活
动在顺德北滘持续开展，40
幅由全国知名版画艺术家创
作的顺德文化主题画作集中

“亮相”，吸引了来自北滘、
陈村等镇街约2000个学生
到此开展主题研学，深入了
解顺德开展“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生动实
践、典型案例，“沉浸式”
体验顺德乡村文化的深厚底
蕴与多彩魅力。

文化兴，则乡村兴。以
文化复兴乡村文明、讲述乡
村故事，进而带动乡村产业
发展，是乡村振兴道路中的
重要手段。

顺德，处于广东三大文
化体系之一的“广府文化”
的核心区域，拥有美食、龙
舟、广绣、粤曲等丰厚的民
俗文化资源，是岭南广府文
化传承之地。然而，一直以
来，顺德的乡村文化传承往
往缺乏系统而规范的整理，
无法形成完整的文化形象对
外传播，在文化影响力上存
在局限性，面临着周边区域
的激烈竞争与挑战。

面对这一瓶颈，“破
局”之要在于创新。

为此，由广东百村文化
工作室、南粤百村文化基
金、中盈（广东）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及顺德区百越乡村
振兴促进中心等单位联合发
起“顺德百村”乡村振兴艺
术活动，聚焦最具区域文化
代表性的顺德乡村，用艺术
创作的方式梳理、总结和表
现顺德乡村的历史文化、风
景名胜、红色革命、改革变
迁、非遗民俗等一系列重要
的文化题材，创新表现顺德
乡村的历史变化及新中国成
立以来乡村振兴的时代历
程，着力打造文化振兴乡村
矩阵。

2021年底开始，主办方
邀请了黄启明、于承佑、张
桂林、张家瑞等全国知名版
画艺术家，围绕“龙、吟、
水、塘、文、武、花、厨”
等顺德特色乡村文化主题进
行创作。在此期间，创作团

队通过采风走访，结合历史
资料，对顺德乡土文化开展
深入解读，创作出一幅幅栩
栩如生、意义深远的乡村文
化画面，充分展现南粤大地
上最具代表性的乡村风华，
绘述顺德乡村历史人文故
事，推动顺德人精神世代传
承、以启后人。

过去一年多时间中，
“顺德百村”乡村振兴艺术
活动已在广州塔、龙江左
滩、陈村弼教、北滘碧江、
均安鹤峰、容桂马冈等地开
展系列巡展活动，并在本报
开设专题栏目持续宣传，引
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形成良好的品牌影响力。

本次“南粤百村”顺德
乡村文化艺术周活动，集纳
了顺德乡村文化主题版画以
及“南粤百村”其他区域的
艺术作品成果，结合专题展
览开展乡村研学的方式，直
观显现文化产品的落地传播
和教育示范效应，激发社会
对村居传统文化传承的重新
思考，并引入适应当代社会
形态的传播方式，令文化

“脚踏实地”与村居现实生
活融合存续。

“随着艺术周的开展，
‘顺德百村’活动的作品体
量和文化内容也得到进一步
充实，接下来也将进行第二
批版画作品创作。”江海峰
表示，希望以此打开各方推
动顺德乡村文化保育的新思
路，建构脉络清晰、丰富完
整、生动鲜活的文化体系，
令顺德成为当之无愧的广府
文化传承代表，实现顺德乡
村新时代的振兴目标。

本次“南粤百村”顺德乡村文
化艺术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 15日，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一画一课”主
题研学，组织来自北滘、陈村等镇
街的大、中、小学生走入展厅学
习。根据“顺德百村”主题版画作
品的创作主题、相关素材、史料故
事，活动通过“一画一课”研学课
件，在展览现场组织专题课程进行
教学，并延伸至村居研学点进行现
场研学采风，由带队老师引导学生
开展写生等乡村文化体验活动。

第一次参加乡村文化主题研学
教育活动，来自北滘君兰中学的初
三级学生李俊龙感觉十分新奇，用手
机拍摄记录下一幅幅精品画作，“在
这些版画中，我了解到教科书以外的
很多知识，对家乡文化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希望这些属于顺德乡村的文
化瑰宝能继续被传承下去。”

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顺德北滘
学校教师渠德一看来，每一件小小
的版画背后，都凝聚了悠久的家乡
人文历史与乡土情怀，以暑期研学

教育的形式，让学生从艺术家作品
中，更深入地了解顺德、热爱顺
德、传承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

今年2月，北滘镇创新发布了融
合多方资源的 6S 研学教育发展系
统，应用6S研学教育发展系统助力
多所学校开展研学活动，为广大学
生提供了更丰富的校外研学教育资
源，推动北滘研学教育进一步提质增
效。“我们将本次活动与研学实践教育
进行融合，进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
新精神，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赋能、助
力。”北滘镇宣传文体旅游（教育）办公
室教育管理股股长梁伟潮说。

不仅是北滘，随着近年乡村文
旅日益火热，顺德全区各镇街皆因
地制宜，结合乡村人文和自然资源
打造了一批乡村研学教育基地与研
学路线，推动学生们走出校园，走
进乡村、走进展馆、走进企业，让
教育培养更优秀、更有趣的灵魂。
在杏坛青田村体验千百年的农耕智
慧、在勒流上涌村学习孔儒文化传

统“六艺”、在伦教羊额游览古建筑
与传承龙狮精神……一个个乡村掀
起的“研学热”，也极大丰富了乡村
文化内涵，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
路径、新模式。

7月5日，2023年顺德十佳乡村
研学路线发布会举行，十条各具代
表性的乡村研学路线正式对外发
布，从不同角度呈现顺德历史典
故、传统风物、非遗文化、农耕生
态、空间建筑、社区经济、人文治
理等要素共生共创的发展成果，多
维展示顺德乡村的活力和魅力。

乡村研学的开展让更多建设力
量汇聚到乡村，为乡村发展带来更
丰富的资源和活力。接下来，顺德
还将推出“研学路线文化增能计
划”“研学路线推广计划”，多角度
增强研学路线的文化内涵，打造富
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旅研学系统和
品牌，综合推动村居文旅建设、乡
村振兴和基层善治，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顺德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讲好属于顺德的“乡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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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王阳奕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何冠洪

创新：
八大顺德乡村IP皆“入画”

7月2日，“南粤百村”顺德乡村文化艺术周活动在北滘文化中心开幕。

传承：研学教育让文化彰显“青春力”

实践：着力打造一批又一批和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