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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为脉，以绿为底，串联起60公里的生态、文化、产业长链

“鉴江印象带”奏响发展新篇章
文/图/视频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佰洋 陈琴 张波

在茂名“两轴—两个圈层”城市
布局中，“鉴江印象带”处于北部拓
展区，是我市纵深推进“百千万工
程”三年初见成效的重点项目，沿
线生态环境优良、文化底蕴深
厚。我市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鉴
江印象带”规划建设工作，要求高
州市以“鉴江印象带”为纽带，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山水田园
古郡联动，重塑城乡发展空间格局，
为高凉古城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夏日的鉴江，河水悠悠、翠绿无
瑕，阳光洒落在水面，微风轻拂，泛
起阵阵涟漪，美得让人沉醉。近日，
记者走进“鉴江印象带”，沿着鉴江
水系一路探寻，长坡—曹江—南塘
—山美—宝光，一路上火龙果、黑皮
冬瓜、香蕉、深薯等种植基地蔬果繁
茂、长势喜人；长坡旧城村、曹江荷
垌村、南塘彭村村等一批特色精品
村、产业强村错落分布，别具韵味。

“鉴江印象带”分东、西两条线建设，
全长约 60 公里，将沿途重要节点

“串珠成链”，形成一条“生态宜居
带”“文化传承带”“富民产业带”。

记者手记

走访鉴江印象带，似乎翻阅了一部立体发展
的诗篇。碧绿的江水映照出高凉古城的千年风
华，田垄间生长着产业振兴的希望，城乡中焕发
着冼夫人“好心精神”的活力。“鉴江印象带”不仅
让生态与人文交融共生，更成为茂名乡村振兴工
作的生动注脚。当灯火点亮河岸，我们确信，这
条融古通今的发展带，定将像鉴江河水一般，奔
涌向更辽阔的远方。

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入画来

漫步在“鉴江印象带”，一幅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东线始于瀛洲公园，经
潘州街道、山美街道、曹江镇、长坡镇至高州水
库。西线始于宝光塔公园，沿鉴江西岸，至南塘
镇大塘笃村。

沿着鉴江而行，两岸水清岸绿，生机盎然。
高州市深入推进农村“三大革命”，对“鉴江印象
带”沿线6600多栋农房进行改造提升，建成800
多个美丽庭院；并结合河湖整治、生态修复、古
树保护，广泛开展“一年七个植树日”“有喜事来
种树”“绿美庭院”建设等活动，完成约 36 公里
道路绿化提升，让生态底色愈发鲜亮。

走进曹江镇高凉墟，主街两旁的房屋青砖
红瓦，古色古香，高凉文化特色风格跃然眼前。

“以前这里杂草丛生，建了高凉墟后，环境好了，
游客多了，我们的生意也更好了。”墟街商铺一
老板如是说。原老酒厂改造成了乡村老酒馆，
每到晚上，许多人慕名前来小酌一杯；高凉风物
馆陈列了上千件老旧物品，完整地展示了60多
年前粤西人民生活、生产的轨迹和场景；高凉菜
博览馆从历史、文化、品牌等角度，全面展示了
高凉菜两千年来的传承与发展……

夜晚的南塘镇高车村，在七彩灯光的映衬
下，变得光彩夺目。河两岸的树木、走道、水车，
还有风雨廊桥、吊桥，都被染上绚丽的色彩。村
民们在河边休闲健身，游客在这里聚餐、聊天，
孩子们穿梭其间、嬉笑打闹。欢声笑语打破了
乡村的宁静，以往单调的夜晚变得热闹起来。

在南塘镇彭村村，老支书吴国杨的庭院绿
意盎然。这座开放式庭院，是村民们交流的温
馨空间，闲暇时，大家聚在这里分享家长里短、
交流农作物种植经验等。据了解，彭村积极发
动群众从自家庭院的净化、绿化、美化、景观化入
手，积极投身“绿美庭院”的创建。村民们发挥创
意，打造出别具一格的“美阳台、优庭院、小花
园”，展现出“一户一景色，一院一画卷”的美景。

据了解，接下来高州市将继续推进“鉴江印
象带”的生态宜居建设。在风貌提升上，进一步
完善美丽圩镇“七个一”项目建设，抓实圩镇“六
乱”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形成常态化管护机
制，对沿线农房风貌查漏补缺、加快改造提升，
让乡村更加整洁美观。同时，加快绿美建设，推
进以“鉴江绿韵·诗意画廊”为主题的生态修复
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全龄段活动场地、滨水观
景平台、湿地公园等，构建“可游、可憩、可聚”的
生态休闲空间，打造出更多适合亲近自然、享受
生态之美的场所。

文化铸魂
千年古韵出新篇

踏入“鉴江印象带”，仿佛一头扎进了历史与
现代交织的文化长卷，每一处都流淌着浓厚的文
化韵味，演绎着“好心茂名”的动人故事。高州市
强化文化赋能，将高凉文化、冼夫人文化等融入
示范带建设，通过常态化开展“高凉墟”文化节、
冼太回娘家·更衣节、“高凉菜”厨师争霸赛、高凉
彩玉鉴赏、水灯节等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
力，吸引八方游客。

有人义务投工投劳，有人无偿让地修路，广
大群众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积极投身环境整治
……在“鉴江印象带”的建设中，“好心文化”迸发
出强大生命力，将干部群众的热情转化为建设动
能。南塘镇作为广东“枫桥经验”实践创新试点
镇，其经验做法入选省优秀案例，成为基层治理
示范标杆。“全国文明村”南塘镇彭村村“好心湖”
畔的一把“良心秤”声名远扬，称出了村民的诚信
与干部的廉洁，彰显文明乡风。

在长坡镇旧城村，高凉古城西城门威严耸
立，旧城冼太庙古朴庄重。每年，这里都会举行
热闹隆重的民俗活动，传承千年的文化记忆。今
年 4月，高州市文广旅体局争取到省级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按照“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原
则，开始对旧城冼太庙开展文物保护修缮工作。
上月，第七届高凉文化节冼太“出巡”活动在旧城
村开启，旧城冼太庙也迎来建庙 1423周年，现场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以“文化 IP+特色农业+全
域旅游”的方式，让“好心”精神转化为乡村振兴
的源头活水。

曹江镇安良堡梁氏大宅，同样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文化。这座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大宅，虽
历经风雨，但依然气势恢宏。在大宅内走上一
圈，仿佛可以看到梁氏家族当年繁荣热闹、人丁
兴旺的场景。今年 4月，高州市文广旅体局成功
获批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随后立即
启动对古宅的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加固墙体等，
做到“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接下来，该
镇将创新文物管理模式，推进文旅融合，推动文
物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

高州市有关领导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推进安良堡梁氏大宅、旧城冼太庙、
高村莫氏宗祠等修缮工程，进一步挖掘和保护文
化遗迹，让古老的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还将与
高州水库联动提升玉湖景区，加快高凉岭冼太庙
创3A景区，发展研学、观光、休闲度假、高凉美食
等旅游业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以文
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感受高凉历史文化的魅力。

产业富民
多元发展促增收

“鉴江印象带”还是一条“富民产业带”。在鉴
江的滋养下，一河两岸，四季丰饶。高州市把产业
发展作为“鉴江印象带”建设的核心，为乡村振兴点
燃新引擎，预计可带动超 40 万人就近就业、增收致
富。目前，沿线已建成富硒水稻、番薯、荔枝、龙眼、
香蕉、火龙果、淮山薯等 7个超千亩种植基地，以及
20多处夜经济摆摊区，激活乡村发展的动力源。

“高凉墟”已成为创业就业、商贸流通、联城带
村的重要节点。农产品消费帮扶馆、农特产品展示
馆、农产品综合服务站等农产品展销“窗口”，摆放
着琳琅满目的“土特产”。这些经过精心包装的高
凉名优产品，成为备受欢迎的特色手信。曹江镇委
副书记、珠海驻曹江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阮传孟
介绍，高凉墟发挥出联城带村的功能，曹江镇还建
成了荔枝、龙眼、黄皮、香蕉、淮山薯产业基地，通过
科技助农、数字链农、通商兴农、品牌强农，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全面振兴。

曹江镇荷垌村的大头菜远近闻名，该村立足产
业基础，通过佛山市紫南村、佛山建发集团结对帮
扶，流转 30 亩村集体闲置土地，建设大头菜加工产
业园，引进顺德凯翘食品运营，打造集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大头菜产业链条。该村还依托拥有
数百年树龄的双孖木龙眼母树、百亩天然水库、沿
江碧道、厨师文化等文旅优势，布局生态保护园、水
库休闲旅游区、沿江经济带、高凉菜师傅一条街、竹
林民宿等多个“打卡点”。去年，该村成立强村公司
——高州市卓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村集体产
业公司化运营。乡村的发展，也吸引一批年轻人回
到家乡，刘金辉便是其中之一。他说：“这几年家乡
的变化非常大，我对家乡的发展很有信心，现在我
也是强村公司的一员，希望通过强村公司带动村民
们共同致富。”

近期，南塘镇彭村的百亩莲池又成了热门打卡
地，游客纷至沓来。该村投入 4000 多万元，打造展
示乡土文化与特产的好心彭村馆、占地 630 多亩的
森林公园、百亩莲池等多个开放式生态观光旅游
点，年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该村还引进多家企
业，不断丰富制衣、果蔬加工、夜经济等业态，实现
年产值100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近20万元。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高州城区至南塘大塘笃
村、高州城区至曹江大桥、南塘彭村村至曹江荷垌
村的 3条乡村道路已完成升级改造，累计达 40多公
里。“鉴江印象带”沿线交通路网不断完善，构建出
县镇村融合发展新格局。

展望未来，高州市将进一步完善道路设施，加
快省道S280山美至曹江段“四改六”、曹江至长坡段
路面改造，尽快打通沿江碧道帅堂至旧城段，为产
业发展提供更好的运输条件，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和
销售，也有助于提升区域的整体生态景观效果。还
将做好要素保障，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示范带建设和运营；做好用地调规，确保
新增项目建设用地供给，保障产业发展的空间需
求，推动“鉴江印象带”的产业持续繁荣，实现富民
增收的目标。

扫一扫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