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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商报讯 记者张泰银报
道：12月19日下午，佛山市委副
书记、顺德区委书记刘智勇主持
召开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及在党外人士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

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
济工作，高瞻远瞩、内涵丰
富，为明年的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
刻把握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新
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
识，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自觉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顺
德经济工作，抓住一切有利时
机和有利条件，提振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
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

要求，紧密结合顺德实际，科
学谋划明年经济工作思路，紧
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部署的九方面重点任务抓好经
济工作。坚持不懈以科技创新
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重
点领域改革，防范化解重点领
域风险，抓好财政收支管理，
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
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
化、常态化，围绕重点任务、重点
领域精准开展监督，做到发现问
题与解决问题齐头并进，确保党
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在顺德落地见效。坚持以严的
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一体推进党
性党风党纪教育，把纪律教育寓
于日常监督管理，把铁的纪律转

化为广大党员干部日常习惯和
自觉遵循，更加牢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政绩观，更好为顺德高
质量发展担当作为、干事创业。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
确把握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巩固团结
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引导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立足自身特色和专业优势建
言献策，聚焦顺德“百千万工
程”典型区建设、治水大会
战、城市品质提升、绿美顺德
建设等领域深入开展调研，实
事求是反映情况，直奔主题解
决问题，主动服务发展大局。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
落实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相关政策，支持民营企业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珠江商报讯 记者邵姮报道：舒适敞亮
的环境、整洁齐全的设施、贴心优质的服
务……12月19日上午，在顺德国际青年社
区，顺德区青年人才驿站（大良泊寓站）
正式揭牌投入使用，青年人才到顺德求
职、创业，可享受短期免费住宿、优惠长
租公寓，实现“拎包入住”。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为推动“百千
万工程”的深入实施，落实顺德区委“以
水美城，以城聚才，以才兴城”的工作部
署，缓解青年“住宿难，求职难，融入
难”等问题，团区委坚持多方联动，充分
发挥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的职能，推进建
设配套完善、功能健全、活动丰富、凝聚
青年、服务优质的团属阵地，着力把“青
年人才驿站”打造成顺德区团委做好新形
势下服务青年人才的有力抓手和工作品牌。

此次揭牌启用的青年人才驿站（大良
泊寓站）地处红岗科技园、汇创方园区周
边，邻近伦桂路新兴产业带，是顺德首家
集长短租模式于一体，也是首家具备青年
驿站和青年之家功能于一身的人才驿站。
佛山市委副书记、顺德区委书记刘智勇，
万科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会秘书朱旭，
共青团佛山市委员会书记徐旭雁，顺德区
委副书记、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吴磊，大
良街道党工委书记容佰辉等领导嘉宾出席
揭牌仪式。

“目前，佛山正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
市，藉此机遇，我们应持续探索更多有效
举措促进青年发展，加快各类青年阵地的
建设，不断升级优化青年人才驿站服务，
将其打造成为集聚人才、联系青年的新纽
带，服务大局、服务青年的新平台。”团区
委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全区现已建成15家青年人才
驿站，提供人才客房超1600间，实现10
个镇（街道）全覆盖，为有需要的青年提
供短租全免、长租优惠的住宿支持、政策
咨询、就业指导、城市融入等一站式贴心
服务。

“顺德区青年人才驿站大大减轻了我居
住方面的经济压力，让我能安心将精力放
在价值创造中。”青年代表小朱表示。

接下来，顺德共青团将不断深化全区
青年工作，积极整合资源，把青年人才驿
站、青年之家等青年阵地做大做好，继续推
进青年夜校、缘聚顺德等面向青年群体的社
会活动，打造“青年益创”“青年派”等服务青
年的优质品牌，促进青年人才了解顺德、融
入顺德、爱上顺德，切实为建设高质量发展
先行示范区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揭牌仪式结束后，各界青年代表、高
校学生代表等实地参观体验了顺德区青年
人才驿站，了解其优质服务。同时，大良
街道团工委也邀请了大良青企协成员代表
为高校学子开展“职业放大镜”创业经验
分享。

让古建筑在保留历史原味
的基础上，活化出新“故事”，成为
彰显一座城市文化的“名片”，各
地都有鲜活的案例，彼此都有借
鉴的可能。唯有跳出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汲取成功经验、汇聚多
方力量，才能让古建筑更有“烟火
气”“文化味”“人情味”。

会上，广东晋明集团董事长
助理肖嘉鼎分享了广州荔湾区
聚龙古村的活化经验。聚龙古村
是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之一，也
是广州现存最完整的岭南特色
民居建筑群。在进行古村落活化
的过程中，肖嘉鼎及其团队按照
共生共荣、与生俱来、生生不息
理念推进工作，尽可能地挖掘古
建筑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让
其嵌入城市的发展脉搏中。

古建筑、古村落的新生，不
是喧宾夺主，更不是推翻重来。

“我们采取克制的改造手法，尽
可能地让村子与城市融为一
体，生生不息。”肖嘉鼎说。如
今，这条古村正融入聚龙湾片
区发展，建设历史文化街区，将
开启活化利用新篇章。

老旧建筑是个大宝藏，一砖
一瓦都有故事，一器一物辉映时
光。唯有集众人之力，也集众人之
智，才能讲好它们的故事，不辜负
时光的托付。当日，参加推介会的
嘉宾有来自各地的设计师、企业
家、建筑师、非遗传承人等等，他
们各抒己见，为古建活化建言献
策，提供新思路。

“从表面看，顺德古建大多
讲究精美绝伦的构件装饰之道，
但深入内里则会发现，整体却十
分朴素实在，呈现出有趣的两面
特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徐好好表示，传承是基
础，关键是创新，古建活化应深
刻把握“老”与“新”的内在逻辑，
推动城市“老”与“新”的共存与

共生，同时整合全链条产业有关
的个人、企业、机构等，相互借鉴
文化古迹活化经验，以“绣花”功
夫唤醒城市记忆。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
员会委员唐琳表示，在古建筑资
源存量丰富的情况下，需进一步
完善设施配套的建设，还要挖掘
地域文化特色，呈现原汁原味的
地方文化，避免旅游资源同质
化，同时借助虚拟现实等现代技
术与手段，进一步丰富、创新文
化遗产的传播载体，让古建筑有
景更有魂。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张红兵表示，老旧建筑的保
护和活化利用是一项意义重
大、且久久为功的事业，希望社
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文物老旧
建筑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凝心
聚力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
保护和发展，让老旧建筑在新
的时代融入城市功能、公共服
务、艺术时尚和创意元素，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活化利用的良性互动和发
展共赢，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得
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

接下来，顺德将继续为老
旧建筑活化建设文旅空间提供
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撑，按照“成
熟一批、推出一批”的原则，推
动一批老旧建筑活化为民宿、
书屋、咖啡屋、艺术家工作室等

“顺德范式”文旅空间，让更多
“颜值在线、内外兼修”的开放、
交流、共享的文旅空间融入群
众生活，打造聚拢人气的“打卡
点”，带动周边文旅消费，促进
乡村文旅融合振兴发展。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
根。顺德大地上，一栋栋历史古建
筑屹立如初，散发着新的活力，无
数深宅大院正缓缓敞开大门，继
续向世人讲述顺德故事。

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以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支持民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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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才驿站（大良-泊寓公寓）内景。/团区委供图

顺德老旧建筑活化建设文旅空间推介会在广州举行

集众力聚众智讲好老旧建筑新故事
一抹乡愁，几许时光；石墙

黛瓦、又见炊烟。数百年时光的
孕育下，岭南水乡顺德散落着大大
小小的古建筑。它们如同一本本厚
重的历史书籍，记录着城市的风雨，
等待着被“翻开”，被“看见”。

循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的指引，顺德不断加快古建
活化的步伐。12 月 19 日，“留住乡
愁，与时光共美”——2023年顺德区
老旧建筑活化建设文旅空间推介会
在广州举行。会上，顺德介绍了古建
活化的经验、思路，重点推介了一批
可活化的老旧建筑资源，同时面向
广大企业、设计师、建筑师、非遗传
承人等抛出“橄榄枝”，探索古建筑
活化利用新路径，保护历史文化遗
存，赋能乡村振兴。

一座古建筑，往往是某一地
域历史和文化的缩影，其一木一
瓦一柱均记录着历史的更迭，蕴
含着古老的智慧。走出顺德，来到
广州，不仅是为了让顺德古建活
化经验“走出去”，对外推介区内
优秀古建活化资源，凝聚优质力
量打造一批散落在乡村、聚集成
体系的文旅项目，也是通过连贯
持续的活动“引进来”先进地区的
成功经验，用美学思维赋能人居
环境和审美“双提升”，更是结合
了文旅产业的招商，是一个城市
社会、经济、人文的综合形象推
广。

本次推介的可活化老旧建筑
资源位于顺德大良街道和杏坛
镇。会上，大良街道党工委委员罗
婷茵分享了金榜上街、华德里、野
生鱼生、云高领地文体小镇四个
古建活化典型案例，分享工作经
验，同时对宝华巷片区、名扬里片
区、西山庙、人民礼堂和桂畔水闸
五个古建活化项目作了推介。据
悉，项目均位于清晖园片区，邻近
佛山地铁三号线钟楼站。

宝华巷有着近250年历史，
现存大量清末、民国时期的传统
民居建筑以及部分近现代砖混结
构的民居建筑，属于大良旧城历
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区
域现有建筑53栋，总建筑面积超
13000平方米，其中保护类建筑
12栋，建筑面积超3000平方米。

罗婷茵表示，项目定位为年
轻力艺文漫步街区，将打造为集
特色零售、创意办公、精致食集、
文化艺术创原地于一体的新青年
多元生活场景，“在尽可能还原文
保及街巷风貌的前提下，我们希
望与本土旅游地标和非遗文化进
行创新联动，进一步提升城市旅
游知名度。”

杏坛镇党委委员成臻宇则对
昌教大宅门、青田古村、左滩新街
古村、北水水楼古村四个古建活
化项目作了现场推介。青田古村

开村400多年，一条由1700多块
白石铺砌而成的百米长街横贯东
西，长街南面是一口6亩多大的
荷花塘，形成“玉带环村、九龙戏
珠”的岭南乡村灵秀格局。据悉，
村里现存更楼、书塾、关帝庙、扒
龙舟、烧奔塔等历史文化遗产，内
有保存完好的古民居10多间。

其中，村内的青田艺术区由
一处废弃多年的旧厂房改造而
成，是以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为主
题的复合型多功能空间，吸引不
少艺术家进驻，成为了青田艺术
乡建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也是独
具魅力的乡村“公共客厅”和融合
当代精神和在地文化特质的艺术
舞台。“对文化遗产而言，最好的
传承是利用，最好的保护是发
展。”成臻宇表示。

这些新生的古建筑，仅是顺
德灿烂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更
是战略叠加机遇下的全新探索。
据统计，全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464处，佛山市优秀历史建筑55
处，保留了大量老祠堂、旧民宅等
文物老建筑，特色镬耳屋、蚝壳墙
等遍及城乡，还存有大量未纳入
法定保护范围的特色老旧房子，
与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一并构成
顺德岭南水乡风情的生动全景。

2022年 4月，《顺德区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岭南广府文脉传承
试点工作方案》正式印发，顺德率
先试点，坚持“保护为主，品质优
先”，搭建社会力量参与老旧建筑
活化利用的“1+1”结对模式。

在此期间，顺德经探索初步
形成“政府引导、区镇联动、政企
合力、社会参与”良好局面，活化
出一批“接地气”“有人气”“很雅
气”的文旅融合创意空间。目前，
结合更新改造区域的功能策划，
这些让老建筑融入城市的“顺德
范式”文旅空间留住历史记忆与
乡愁，将“流量”变“留量”，实现了
经济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利用的
良性互动，运营状况良好。

与会嘉宾观
看顺德老旧建筑
活化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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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实践“走出去”
现场推介一批可活化古建资源

优秀经验“引进来”
互动交流擦出古建活化新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