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鲜活的故事，源于荔村
“菊花之乡”的历史。

伦教荔村菊花种植历史悠
久，曾是广东四大菊花出口基地
之一，培育出“顺菊”集体商
标，享有“菊花之乡”的美称。
20世纪80—90年代，荔村菊花最
兴旺的时候，村中有2000多亩菊

花田，出口的菊花数量占了伦教
菊花的九成，带动了荔村经济飞
跃发展。

“农户们每天凌晨两三点便开
始繁忙的一天。田间地头，到处
是剪菊、分菊、打包和装车的花
农，鲜切花源源不断地运往港澳
和海外。”在卢达谦的笔下，当时

的荔村菊花田里时时呈现出一片
忙碌的景象。他说，发展了菊花
种植业后，荔村农田亩产值比原
来种植甘蔗高了好几倍，“菊花毋
庸置疑是荔村的致富花。”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
加速，荔村菊花种植日渐减少，
一大片一大片的菊花田看不见
了，越来越多菊农离开这一行，
如今坚持种植菊花的农户不过20
来户。只是，菊花之于荔村的意
义并不会因此消散于岁月的尘烟
中，深藏于荔村人内心深处的菊
花情结从来未曾淡去。

在乡村文化振兴及“百千万
工程”的浪潮下，去年荔村启动
了“顺菊故里，花田乐事”菊花
文化艺术节项目，在顺德区社会
治理众创共善计划的支持下，项
目以顺菊文化为抓手，希望逐步
重塑荔村“菊花之乡”的新时代
盛况，通过各方力量参与，共同
带动荔村菊花文化互动。

本次“家有菊花”故事征集
及评奖活动属于“顺菊故里，花
田乐事”菊花文化艺术节项目内
容之一，同期举办的还有“村有

菊韵”VI形象征集大赛，此前还
举办了菊花文化艺术节活动以及
与菊花文化有关的读书会等，吸
引众多村民参加。

因为这一系列的活动，在时
隔多年后，卢达谦再一次沉醉于
荔村的菊花里。今年1月底，“顺
菊故里，花田乐事”菊花文化艺
术节举办，“有醒狮采菊、菊田舞
狮等节目，也有群众喜爱的街
舞、歌舞表演，人们在采购盆
菊、鲜切花的同时，又可以在露
营天地品尝菊花美食，感受菊乡
文化与美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新
风潮。”卢达谦说。

他说，数十年后再次掀起热
潮的这次菊乡盛会，又拉近了他
与荔村的人文距离，“我想，这是
顺德伦教荔村的特色农村文化发
展之路。我和菊乡有个约会，几
十年从未间断，未来必将继续发
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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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商报讯 记者王阳奕报
道：由顺德区百越乡村振兴促进
中心、顺德融媒、顺德职业技术
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 2024

“寻找家乡的故事——顺德解画”
创意短视频征集活动正火热进行
中，并将于7月31日24时截稿，
请有意向参与活动的市民群众，
抓紧时间创作与提交作品啦。

目前，组委会已陆续收到多
个参赛队伍的视频作品，大家参
与热情高涨，纷纷着眼于顺德乡
村文化，在摄制过程中进一步了
解与发掘乡村文化的闪光点，提
升自身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
属感。今年6月，顺德职业技术学

院人文学院团委组织超30支学生
团队与顺德融媒进行结对，以

“顺德百村”系列版画为线索，计
划在暑期走进乡村，通过创意视
频呈现顺德乡土风貌与文化特
色，为传承乡村文化注入青春活
力，同时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及

“百千万工程”探索创新内容和形
式。

组委会提醒，本次参赛作品
需围绕“龙、吟、水、塘、文、
武、花、厨”顺德8大乡村文化
IP，拍摄讲述与顺德本土风貌、
民俗、传说、史实、人物、乡村
生活等素材相关的视频作品。作
品可以“顺德百村”版画内容为

线索，或另行构思取材，但建议
视频带有“顺德百村”版画作品
画面。

参赛作品须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内容健康向上，能够引起受
众共鸣，视频时长在20秒至2分
钟之间，格式为 MP4，拍摄手
法、器材不限，参赛作品发送至
邮箱 472809851@qq。com，邮
件标注：创意短视频参赛+参赛单
位或学校+参赛代表姓名+联系方
式+作品名称与200-800字的介
绍文案。

时间征集期过后，组委会将
对视频作品进行归纳整理，并采
取专家评审 （70%）与网络投票

（30%）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作品
内容性、创意性、技术性等方
面，综合计算作品总成绩。最终
评选出一等奖2名（奖金各3000
元）、二等奖5名 （奖金各2000
元）、三等奖10名 （奖金各800
元）、优秀奖10名 （奖金各300
元），获奖队伍还将获得收藏级版
画复制品及证书。

大良医院立体停车库预计于今年10
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伦教2000多个路
内停车位实行智能化改造，顺德多条路段
将增设非机动车道……7月9日，顺德国
资、国企上线区“政风行风热线——民生
零距离”节目，透露了这些消息。

车辆住上“电梯房”
大良医院立体停车库预计10月

底投用

7月9日，佛山市顺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区健文在节目中透露，大良医院立体
停车库预计于今年10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届时可缓解医院停车压力，为市民就医带来便
利。

开车到了医院附近，兜兜转转几个圈都找
不到停车位，这是不少群众遇到过的烦心事。
大良医院停车场原有174个停车位，长期存在
停车难、周边交通拥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
难题，医院启动了停车场改造项目，引入了绿
色、低碳的解决方案，建设一座5层垂直升降
大轿厢类立体停车库。

区健文介绍，该立体停车场占地面积
724.26平方米，将原来约30个平面停车位拓
展成128个立体停车位，预计将于今年10月
底竣工并投入使用，打造成为绿色交通与智慧
城市建设的典范。

另一个示范性立体式停车库——伦教渔人
码头伦宣路6号地块立体停车库，已于今年五
一假期对外开放。该停车场是顺德区首座全自
动智能立体停车楼，停车场采用平面移动类机
械式停车设备，“上新”136个停车位，让车
辆住上6层“电梯房”，为伦教渔人码头及周
边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停车和充电服务。

上述两个示范性立体式停车库作为“顺德
样板”，将以点带面逐步在全区推广。区健文
表示，今年以来，顺博城发公司参与多个亮点
项目建设，一项项民生工程显著提升市民生活
品质和幸福感。

涉及车位2359个
伦教街道道路停车泊位（三期）

智能化改造项目推进中

据佛山市顺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区健文介绍，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停车环境，顺
博城发公司现正重点推进伦教街道道路停车泊
位 （三期） 智能化改造项目，涉及车位达
2359个。

该项目将通过智能化停车收费系统的应
用，实现路边停车管理的精细化与高效化。完
工后，伦教街道将基本实现路边车位智能化管
理，有效解决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减少因
违规停车导致的交通拥堵与安全隐患。

区健文表示，此举不仅将提升公共停车资
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促进城市停车秩序的显
著改善，为市民营造更加便捷、有序的出行环
境，是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一步。

非机动车道“上新”
顺德多条路段将增设非机动车

道，项目拟于年内完成

顺德多个路段将“上新”非机动车道，降
低自行车与机动车碰撞的事故率，减少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路容路貌。

佛山市顺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区
健文介绍，公司承接了顺德区国道G325增设
非机动车专用道项目 （百丈大桥—光华路
口）、佛山市顺德区百安南路增设非机动车道
项目（泰安路口-海州收费站）两个项目，拟
对百丈大桥桥头（杏坛段）到百安路与兴隆路
南国西路平角口、泰安路平交口至海州收费站
增设非机动车专用道，主要施工内容为增设非
机动车标识、喷涂绿色涂层等，项目计划于今
年完成。

此外，顺博城发公司承接了佛山市顺德区
（顺德立交、三洲大桥、海尾立交）及（里海
立交、安富市场立交、细岗立交）桥梁独柱墩
加固工程，对顺德立交 、三洲大桥等6座独
柱墩桥梁进行加固改造。

“公司已于今年3月进场实施，目前已完
成细岗立交、安富市场立交、里海立交的施
工。”区健文表示，剩余施工内容计划今年8
月全部完成。项目完成后，将有利于防止超设
计荷载重车在桥梁偏载通过时造成失稳，从而
进一步提升桥梁抗倾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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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带火一条村
伦教荔村以系列活动唤起村民内心深处的菊花情结，走出特色农

村文化发展之路

20 世纪 80—90年代，当五
彩缤纷的菊花在伦教荔村2000多
亩土地上肆意地绽放，就注定了
这将会成为顺德村域经济的其中
一个传奇，也注定了，这片花田
将成为荔村说也说不完的故事。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以及经济
社会的发展，大面积种植菊花逐
渐成为过去，那片花田里的故
事，成为老一辈的回忆。但是作
为时代的印记，这段历史不会被
忘记，也不该被忘记。在深入推
进“百千万工程”以及乡村振兴
的过程中，菊花对于荔村的文化
意义被挖掘，重新成为新时代下
荔村鲜明的印记。

去年，荔村启动“顺菊故
里，花田乐事”项目，并于近期
开展“家有菊花”故事征集及评
奖活动，收集而来的100份作品
里，藏着的都是那2000多亩花田
里的浓郁乡愁。 伦教荔村还有20多户花农坚持种植菊花。

看到“家有菊花”故事征集
活动，伦教老干部卢达谦回忆起
了40年前的往事。

那是1984年，临近春节的一
天，卢达谦因工作需要，加入了
伦教农业农村检查组，第一次走
进以菊花闻名的荔村，第一次感
受荔村这片富裕的土地，惊叹于
那姹紫嫣红的花海和自强不息、
勤劳致富的花农。

卢达谦退休前在伦教工作了
很长时间，当过记者，也当过基

层干部，对伦教风土人情有着深
刻的认识。自那次工作任务后，
他跟荔村菊花结了缘，每年春节
临近，他都会邀上三两好友，一
起到荔村相熟花农朋友的花田里
采摘一番，和种花人一道分享生
活的乐趣与诗意。

他还深刻地记得，当时每当
晚上途经105国道或羊大路荔村
段，都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盏电灯
齐亮的情形，犹如一片绽放在夜
空中的花海，灿烂了那一方的天

空。为什么要这样做？卢达谦跑
去问荔村种菊大户强哥，“他告诉
我，种菊花要增强光照，促进花
的分蕖生长，才能确保交花期。”

老一辈有老一辈的记忆，年
轻人也有年轻人对荔村菊花的印
象。“今年3月份，我参加50公里
徒步，从地铁站走回家的路上，
看到花田里成片的菊花在阳光的
照耀下，色彩斑斓，那一瞬间就
被惊艳了，忍不住拿着手机拍摄
了很久。”市民苏苏说，从那天

起，他每隔几天就会去拍摄一次
花田，想用照片记录这片菊花盛
开的美景。

苏苏是去年搬迁至荔村居住
的，自此村里的菊花成了他生活
中的一抹诗意，“一朵朵、一簇簇
菊花在田间交织成画，无论是阳
光灿烂还是阴雨天气，花田总给
人生机盎然的感觉，为我日常忙
碌的生活增添了一份诗意与美
好。”

过去和现在 菊花都为生活带来诗意

与菊乡的约会 几十年从未间断

抓紧时间投稿啦！“顺德解画”创意短视频征集中

讲好家乡故事 挖掘乡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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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教荔村，花田为村民日常忙碌的生活增添了一份诗意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