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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横琴新家园社区四周“一
马平川”，入住新家园社区的廖雪梅通过
窗户能看到澳门在节日燃放的烟花，澳门
地标建筑就在不远处伫立。如今，横琴的
高楼大厦争相拔地而起，成为廖雪梅家窗
外的新风景。

1997年年底，出生于湾仔的廖雪梅
嫁到横琴生活。廖雪梅与丈夫居住于“旧
村”，原在横琴岛东南部。2009年旧村拆
迁，2012 年廖雪梅一家搬入新家园社
区。据廖雪梅回忆，当时搬入新居时觉得
不太方便。

“当时的横琴新家园住户不多，人烟
稀少，周围除了银鑫花园便只有一座横琴
口岸。买菜需要去红旗镇买，公交车只有
一两趟，唯一一条沥青路环岛东路两侧杂
草丛生，剩下的便是正在施工的工地，放
眼望去一片荒凉。”廖雪梅说。

肉眼可见的巨变从 2017 年开始发
生。横琴以飞快的速度进行城市建设，廖
雪梅感叹道：“有时候出门闲逛，才知道不
远处的某个地方又新修了路。”如今的横
琴高楼群起，条条大道平整宽阔，沿街造
景精致美观，正在完成从古旧小镇到现代
都市的蜕变。

这种蜕变体现在居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交通上，公交班次增加，新建的城
轨四通八达，有时比开私家车更方便；在
环境上，居民小区周边配备完善的超市、
商城等，购物更加便捷；在生态上，曾经的
沿堤地块摇身变为花海长廊，配有专人进
行绿化管养、更换时花，吸引了很多游客
前来观赏。

对于廖雪梅而言，还有一种变化让她
感触深刻。2017年，由于所在工作单位
效益不景气，廖雪梅辞去工作，正好遇到
社区党支部换届，42岁的她当上了深井村
党支部委员。在开展基层群众工作的过
程中，廖雪梅更切实地感受到民生服务的

不断改善。
“以前不留意社区动向，觉得基层没

什么工作可做，但自从接触党群服务工作
后，我每天都会关注时政大事、关注横琴
民生政策，居民舒适温馨的居住体验离不
开社区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廖雪梅
介绍，社区现在为老人、幼儿等群体提供
丰富多样的活动，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入
驻社区并设立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可以
在长者饭堂用餐，在长者之家打牌、玩益
智游戏。另外，一大批羽毛球场、乒乓球
场地正在陆续建设。居民的生活越来越
丰富，让廖雪梅忍不住开始畅想自己退休
后的生活。

如今，廖雪梅担任旧村党支部副书
记，继续在基层工作中发光发热。她热心
帮助居民解决问题，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
收获满满的成就感。横琴的环境日益优
美、文娱生活日渐多彩，廖雪梅生活于其
中，也服务于其中，成为助力城市建设无
数力量中的其中一员，推动横琴锚定“新
家园”目标不断前行。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人居环境稳步提升
横琴居民见证十年民生发展蝶变

统筹：本报记者 肖皓方
采写：本报记者 肖皓方 陈子怡 伍芷莹

人生可以见证多少个十年？少年青春正洋溢，与伙伴两小无猜，在
课堂书声琅琅，十年是茁壮成长的美好韶华；青年事业刚启航，用双手筑
起梦想，十年是意气风发的奋斗时光。横琴这十年，一路向前，逐步勾勒
出面向未来的都市雏形，变成大家心目中新家园的模样。

曾经名为“中心沟”的滩涂荒地如今绿草如茵、景色如画；6128名学
生就读于横琴11所教育机构，而岛上曾经仅有1所学校；社区活动与服
务日渐丰富延展，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盖岛上的每一个社区。摩天高楼
拔地于蕉林绿野，民生福祉绽放于边陲海岛，岛上居民见证着横琴的沧
桑巨变，更感受着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惊喜。值此十年之期，让我们一同
聆听横琴居民的心里话。

2005年，土生土长的横琴
居民梁建兰带着刚出生的大女
儿离开了横琴，只因山长水远，
生活不便；2011年，她的大女儿
回到横琴上学，梁建兰慢慢发
现，横琴的新生活变得便捷省
心了。

梁建兰最先感受到的变化
来自女儿就读的学校。梁建兰
记得，大女儿读四年级的时候
搬进了横琴一小新址的大教
室，在小学升初中那一年，横琴
一中改建翻新，大女儿开心地
在新校园开启初中生活。

近十年来，横琴大力推进
提升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多措并
举扩大服务供给。目前，合作区
有11所教育机构，其中7所公

办学校（含小学3所、初中2所、
幼儿园2所），4所民办教育机构
（含幼儿园1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2所、培训机构1所），提供国
际化、多元化的教育服务。今年
9月 1日，横琴在读学生6128
人。其中，澳门藉学生194人，
较去年同期增长66%。

“以前，横琴只有一所小学
可以就读，不少家庭选择让孩子
去湾仔读书。现在，横琴不仅拥
有日趋丰富的教育资源，还有学
校专车便利学生出行，教育设施
的逐步完善真是做到我们家长
的心坎上了！”梁建兰说道。

梁建兰亲眼见证了身边景
观的巨变，荒芜的空地上搭起
工棚，一条条康庄大道犹如凭

空出现，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拔
地而起。“现在横琴的马路宽敞
且干净，山上、河边新建了很多
便利居民休闲运动的绿道，闲
暇时和孩子、好友一起爬山已
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在四通八达的马路和清新
宜人的绿地之间，一座座拉动经
济产业发展和城市面貌更新的
产业园和写字楼投入使用。梁
建兰笑着告诉记者，大女儿明年
将参加高考，而其理想正好与

“四大产业”中的中医药产业相
关，“未来横琴会需要很多人才，
希望她以后能有机会到粤澳合
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工作，为建
设我们的新家园贡献一份力
量。”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相关负责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局将紧紧围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有序推进教育、卫生健康、文化体育、青
年服务、社会保障、养老等工作，努力建
设便利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营造趋
同澳门的宜居宜业生活环境。其中包
括多项民生重点工作：

加快建设的“澳门新街坊”，可提供
约4000套住宅，供约一万人居住，配套
建设卫生站、长者服务中心、家庭社区

服务中心、幼儿园、小学等设施，把澳门
的民生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延伸
至横琴，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的新空
间、宜居宜业的新家园；

荔枝湾配套幼儿园将于明年春季
投入使用，可提供360个学位；

推进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横琴医院建设，争取在 2025 年建成并
投入使用；

横琴市民文化艺术中心项目主体
结构已封顶，预计于2023年年底竣工。

沿脑背山狭窄的小道蜿蜒
而上，在大横琴山山顶抬眼望
去，横琴附近的村落、农田、鱼塘
尽收眼底，一切呈现出一派原生
态村居风光。这是黄文建从部
队退伍返回横琴后，参与森林消
防工作时所看到的景象。

黄文建出生于1979年，21
岁时参军入伍，26岁回到横琴成
为一名森林消防员。巡山防火、
保育山林……黄文建与同事每
天在大小横琴山中穿行，与灌木
杂草结友，与群山自然为伴。在
巡山登高中，他们不止一次在山
顶俯瞰横琴的样貌，亲眼见证了
横琴的变化。

“十年前，我所居住的‘新
村’位于横琴岛东南部，方块状
的土屋平房，成片的荒野滩涂，
进出都需要骑摩托车走小路。”

一次次巡山远眺时，横琴的点滴
变化被黄文建记在心里。2014
年3月，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
区正式对外开放。站在山顶的
黄文建看到配有各种游乐设施、
主题酒店的现代化游乐园被青
山环抱，整个新村风格为之一
变。

与此同时，更深刻的变化正
在发生。大型主题乐园和一系
列园区建成、产业落地，为横琴
居民带来了更多就业选择，改变
了居民此前主要从事农渔业的
就业结构。村民不必出岛远行
打工，在家门口便能找到收入可
观的工作。随后，横琴岛上陆续
又开设了大大小小的商店、民
宿，第三产业在横琴遍地开花。

2017年，黄文建开始担任新
村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中，黄

文建发现，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
的思维和习惯也在随之改变。黄
文建回忆道：“刚搬进新家园社区
的时候，很多人不习惯，带着渔
具、渔网，还想着有一天回去打
鱼。后来，大家开始逐渐习惯走
步道、逛公园的生活，同时也会积
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

目前，横琴有横琴文化站、
文化书屋等公共文化场所，天沁
园、社区体育公园、风情广场等
13处体育公园，花海长廊、天沐
河两岸、湿地公园等总长约30
公里的骑行和跑步步道，为居民
和游客休闲生活、亲近自然提供
便利。

周末，黄文建不时在街上遇
到旧邻好友。他们有的约上好
友带着帐篷去近郊草地露营野
餐，有的领着孩子去主题乐园放

松游玩。“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就
是个‘大都市’，大家都渐渐适应
并享受新家园的生活。”

“从前上村只有一两户人
家住在山坡上面，我们常常需
要爬上爬下耕种土地。”今年72
岁的横琴上村居民刘小英表
示，几十年前的生活既单调又
清贫。

“如今的横琴不一样了！”
对于刘小英而言，横琴是她生
活的“大本营”。在数十年的劳
碌生活中，刘小英从身边的点
滴细节嗅到了发展的气息。
2012年后，上村重建原有村居
房屋，贯穿小横琴山的“天羽
道”通车，服务澳门居民的综合
民生项目“澳门新街坊”也紧锣
密鼓地施工。

2020年10月，新的荷塘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对外开放。从
这一年开始，刘小英的身影便
活跃在社区活动中，经常尽兴

“玩”一天：早上6时起床的第一
件事便是和老友出门散步，顺
道耍耍太极；9时吃完早餐来到
党群服务中心参与老年兴趣活
动，园艺、舞蹈、棋艺等项目一个
不落；中午小憩后再返回党群
服务中心，一直待到傍晚5时。

目前，横琴已建成运营4处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实现社区
全覆盖。同时，开设长者饭堂，
累计提供长者饭堂配餐服务超
2万人次，其中服务澳门长者超

1000人次；两个“南粤家政”基
层服务示范站投入使用，提供
母婴、养老和医疗护理等“一站
式”家政服务。

今年4-9月，荷塘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站共服务长者134
人，提供服务13680人次。除
了提供季度生日会、多主题兴
趣班让长者“玩得尽兴”之外，
该社区还定期开展身体健康教
育、家居安全评估、康复治疗等
服务，为老人提供细致贴心的
关怀。

刘小英时常对身边的志愿
者说：“横琴发展越来越好，我们
晚年生活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土生土长的横琴居民梁建兰：

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助力学子“雏鹰展翅”

新村党支部副书记黄文建：

横琴十年蝶变 登高尽收眼底

横琴上村居民刘小英：

长者服务周全细致 舒适开心乐享晚年

旧村党支部副书记廖雪梅：

从古旧小镇到现代都市
宜居生活圈不断成型

展望未来，更多民生工作值得期待

市民到横琴芒洲湿地公园游玩。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