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围垦纪念塔建筑群：

发挥历史遗迹教育作用
守护本土精神文化家园

面对面交流 心贴心沟通
平沙镇举办2023年高质量发展暨招商推介交流会

责任编辑：何胜文 美编：邱耀升 校对：韦驰 组版：邓扬海08 2023年6月2日 星期五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记者从
金湾区各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获
悉，5月27日至6月1日，三灶镇、红
旗镇、南水镇、平沙镇各村居与中小
学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六一”儿童节
活动，在游园会、跳蚤市场、文艺表
演等活动中，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游园会和文艺表演是
大部分村居每年都会举办的儿童节
活动。6月1日，在三灶镇西城社区
金山公园，约300名社区儿童与家长
观看了本地艺术团带来的葫芦丝、
武术、舞蹈等表演，在游园会上玩游
戏集章，并参与普法学习。在红旗
镇三板社区和三板村，游园会也与
法律知识宣传结合在了一起，孩子
们在进行游戏的同时，加深了对于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安全教育的印
象。在南水镇南场村，60组亲子家
庭参与了“投壶挑战”“归心似箭”

“欢乐踩气球”等5个互动游戏，在协
作中增强了亲子间的亲密感。在平
沙镇前西社区，游园会以禁毒为主
题，50名儿童一边学习禁毒知识，一
边在游戏摊位集章。

各镇还为特殊儿童准备了“六
一”儿童节礼物。“感谢你们的陪
伴，我替孩子谢谢你们！”看着孩子
拍打书包开心的样子，金湾区三灶
镇自闭症儿童浩浩（化名）的母亲
露出了难得的笑容。5 月 27 日至
5月 30日，三灶镇妇女儿童之家开
展“点亮微心愿，温暖送到家”活
动，为三灶镇9个村（社区）24名困
境儿童实现了儿童节心愿。在南水

镇，镇团委和镇公共服务办开展了
节日爱心捐赠活动，针对辖区24名
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链接国能珠
海港务有限公司资源，捐赠了一批
节日爱心物资。而在红旗镇，镇公
共服务办也充分链接社会慈善资
源，给全镇76名困境儿童送上了特

别的节日礼品与慰问关怀。在平沙
镇立新社区，12位居民共同参与了
以“点亮六一，共护未来”为主题的
解读《珠海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保
护工作指引》政策宣讲活动，学习
困境儿童保护知识。

在南水镇金洲社区，社工们不仅

关注到了儿童，还举办了“童一世界，
欢乐童享”老顽童庆“六一”游园会，
让24名长者重温了童年快乐时光，
在健康知识、垃圾分类、猜谜语、歇后
语、数学题等知识问答中锻炼了思维
敏捷度，并且在叠纸杯、抛乒乓球等
游戏环节锻炼了手眼协调等能力。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5月 31
日下午，平沙镇“共发展 赢未来”2023
年高质量发展暨招商推介交流会举
行。平沙镇相关部门及社区负责人与
全镇规上工业企业、重点在建项目及
2022年签约购地项目、房地产及商业服
务企业、农业企业、金融机构等企业嘉
宾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据悉，此次交流会由政府“搭台”，
一方面促进平沙政企各方对接交流，
宣传推介平沙投资环境，进一步激活
招商引资“活水”，为平沙高质量发展
蓄势赋能。另一方面，倾听企业的需
求和建议，鼓励各企业接续奋斗，以合
作共赢的心态共促新发展。

活动现场，平沙镇工业邻里中心
“金航·沙美产业荟”项目代表、华发

5.0 产业新空间（平沙电子电器产业
园、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代
表分别上台，就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园
区招商及有关服务做了重点介绍。

活动现场还对“平沙镇2022年极
具成长性企业”“平沙镇 2022 年招商
项目‘翔雁’奖”“平沙镇2022年产值
贡献十强企业”“平沙镇 2022 年纳税
贡献十强企业”“扎根平沙20年企业特
别贡献奖”等34家优秀企业进行表彰。

平沙镇党委书记周波在交流会上
表示，镇党委、镇政府将继续用心用情
做好辖区企业“首席服务员”，建立健
全联系服务企业、项目制度，持续完善
产业园区配套服务，做好银企合作的

“桥梁”“纽带”，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
经营、安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5月 31
日，珠海市港口协会第六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暨 2023 年珠海市港口行业高
质量发展会议举行。会上，广东省港
口协会、大湾区国际物流供应链行业
联合会、澳门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及珠
海市港口协会等近 150 人共聚一堂，
探讨大湾区港口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依托9348平方公里海域、
262个海岛资源，珠海市吹响“向海图
强”进军号角。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推动珠海从海洋大市向海洋
强市跃升的过程中，港口作用不容忽
视，涉港企业更是实现珠海港总体达
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关键支撑。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
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交通运输部等九
部门《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
意见》等政策的陆续出台，为广东港口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广东省港口
协会驻会副会长芦镇华在会上表示，
珠海港作为全省六个亿吨大港之一，
通过发挥珠海市港口协会的行业协会
优势，相互赋能，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创
新，实现港口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湾区国际物流供应链行业联合
会常务副主席伍惠忠则认为，随着港

珠澳大桥通车，粤港澳三地合作越来
越紧密，给珠海和香港的经贸合作带
来了很多新机会。希望大湾区各市在
海陆空运输上加强合作，创建多式国
际运输快线，推动珠港两地和大湾区
港口数字化创新合作。

在澳门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副理事
长陈汉标看来，目前澳门港口运输业
与其他地区相比存有一定的差异性，
但只要牢牢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
大历史机遇，未来客运和货运需求将
日益增多。“希望大湾区内港口运输工
会、协会多渠道了解内地和澳门港口
经贸发展情况，互相学习实践经验和
技术方法，为日后大湾区港口运输业
发展作贡献。”陈汉标说。

粤港澳地区港口众多，总体吞吐
规模巨大，各港口之间如何协同高效
运作？对此，珠海市港口协会常务副
会长蔡德林表示，该协会将开展对外
战略联盟，不断深化大湾区港口物流
行业的交流和合作，建立联络机制，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助推港口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天，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徐海东，当选市港口协会第
六届理事会会长。

2023年珠海市港口行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

粤港澳三地港口企业
共谋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
三灶镇中心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联合珠
海科技学院学生志愿者开展“指尖传
承，感受非遗”为主题的竹编工艺体验
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长者参与其中。

活动开始，社工首先向大家介绍
了非遗竹编的发展历史，讲解编织小
船的制作方法及编织的手法，并通过
视频欣赏了现代竹编工艺品的发展。
在讲解的过程中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
动手制作，长者们纷纷表示以前小时
候自己会经常编织帽子、竹篮之类的
东西，现在重新再做一次自己也生疏

了，但也乐在其中。
经过反复学习，长者们渐渐找回了

编制的技巧，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潜心
制作，一个个精心编制的竹船也渐渐
显露出雏形，现场的长者们脸上更洋
溢着收获的喜悦。“编织太考验耐心和
巧手了，仿佛回到自己年轻时候。”李
阿姨表示。

据介绍，本次竹编小船的手工体验
活动，旨在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居
民们重拾传统手工技艺，增加了浓厚
的文化艺术氛让非遗走进更多居民的
视野和生活。

巧手编竹船 感受邻里情
三灶镇中心村举行传统竹编特色活动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5月 25
日，平沙镇立新社区“方志驿站”正式
揭牌。其与早前揭牌的金湾区图书
馆平沙镇分馆“方志驿站”，共同作为
金湾区首批金湾方志驿站，同步向公
众免费开放。

方志驿站是集地方文献收藏、地
情展示、地情宣传、地情交流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具有开放
式、服务性、公众化的特点，对保存延
续地方文脉、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完
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
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在家门口就

能全方位了解金湾区历史、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还能为广
大文史爱好者提供了读志、用志的交
流阵地。

据介绍，金湾区图书馆平沙镇分
馆的藏书涵盖市、区、镇的地方志、年
鉴以及其他地情书籍等各类文化资
源，打通方志文化的“最后一公里”，使
方志文化更贴近居民群众。立新社区

“方志驿站”藏有珠海市大事记、珠海
市情、金湾村情、金湾年鉴等地方文
献，致力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
功能，让史志“活”起来“热”起来，讲好
金湾故事，服务金湾建设。

延续地方文脉 助力文化振兴
平沙镇2个方志驿站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金璐

“祖国的信任使我骄傲，富饶的
大霖岛使我自豪。天涯海角把国
保，雄心烈火在燃烧。”一首由林珠
江填词创作的《大霖战歌》描绘了自
1963年起，人们在红旗农场热火朝
天的围垦场景。

如今，60年过去，红旗农场已经
变成红旗镇，昔日的近海滩涂已经
变成了现代化新城，约 10 万人在
这里定居，以丽珠集团为龙头的
生物医药产业、以龙丰铜管为龙
头的装备制造产业、以东电化电
子为龙头的电子电器产业三大集
群鼎立，成为珠海市产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部分。

回望历史，我们该从何处寻找
这些先辈们奋斗的痕迹？在红旗
镇八一社区，保留着八一围垦纪
念塔建筑群。作为珠海农垦职工
的精神家园、围海造田历史的重
要载体、珠海历史发展的重要见
证 ，八 一 围 垦 纪 念 塔 建 筑 群 于
2020 年 10 月由金湾区人民政府
核定公布为金湾区第二批文物保

护单位，成为了红旗镇学生研学、
党建团建、干部教育等活动的特
色场所。

1949年以前，在磨刀门与鸡啼
门水道下游之间，除了白藤、小林
等几座孤立小屿外，就是白茫茫的
浅海。1963 年 9月，为减轻地方负
担，不与民争利，解决军粮供应问
题，人民解放军42军指战员们高举
红旗、肩挎背包，带领部队来到人
烟稀少的白藤地区进行围垦造田。
他们开山抛石、挖泥填土、修大堤、
建大闸、垒田埂、造沟渠，历时两
年，在滔滔大海边筑起“海上长
城”，用一座几十公里长的围海大
堤，挡住了海浪。

其后，从国营红旗农场成立，
到因接收安置越南难侨改名为广
东省国营红旗华侨农场，再到改为
红旗管理区，最终成立红旗镇，属
金湾区管辖，八一围垦纪念塔建筑
群一直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点滴
变化。

八一围垦纪念塔建筑群位于广
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八一社
区，由八一围垦纪念塔、大礼堂、营
房、旧哨所遗址等组成，占地面积
1150平方米，于1963年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6859部队38团建造。

八一围垦纪念塔原是一座航标

塔，本体呈直立长方体状，塔身为钢
筋混凝土结构，塔座2米高，3.45米
宽，塔身高13.03米，宽2米。塔基外
层为红瓷砖砌成，塔顶四面各有一
枚红色五角星，四星中间插有五星
红旗。塔身有铁阶可达顶层，可远
眺整个红旗镇。

在纪念塔的左侧，是原先部队
驻扎时的营房、大礼堂和旧哨所遗
址。几处建筑皆由石块或砖砌成，
参与围垦的战士们曾经在这里度过
了一段艰苦岁月。生活虽然艰苦，
精神世界却是丰富的，在大礼堂内，
有一个舞台，战士们曾经在这里接
受教育，也曾在这里进行歌舞文艺
表演。在大礼堂的左右两侧墙面
上，有一副对联描绘了他们昂扬的
精神状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
震荡风雷激。”

在经历围垦时期和华侨农场时
期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八一围垦
纪念塔建筑群渐渐有了新的“身
份”.——航标塔变成了纪念塔，部队
营房变成了八一旧小学，其他建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则被农场的职工
所使用。

保护历史痕迹，守护本土精神
家园。2009年，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政府出资对八一围垦纪念塔进行
修复。2018 年，原红旗农场场长、

原红旗镇委副书记、原红旗农场一
连连长、原红旗农场六连连长、现
任红旗镇八一社区书记等人就八一
围垦纪念塔建筑群接受了调查组的
采访，讲述了 1969 年至 2018 年在
此处工作的经历，并出示了相关照
片、图册、文艺作品、纪念章等资
料，八一围垦纪念塔建筑群有了更
多的历史依据。2020年，该建筑群
正式被核定为金湾区第二批文物保
护单位。

目前，八一围垦纪念塔建筑群
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安全保卫机构
和制度，设有安全巡逻工作小组。
管理人员、综治队员每次巡查填写
登记表，并由上一级管理人员核
实。此外，红旗镇正在按文物保护
单位的要求，完善文物保护“四有”
工作，即有保护机构、有保护标志、
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档案，逐渐将
八一围垦纪念塔建筑群作为红旗镇
内一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进行开发
利用。

“我们考虑对建筑群做进一步
修缮，目前已经着手开展建筑安全
评估、修缮方案设计等工作。将来
我们可以结合八一社区现有的资
源，将这里打造成为研学基地和特
色旅游景点。”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八一围垦纪念塔建筑群（八一旧小学原部队营房)。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用真心换孩子们灿烂笑容

金湾区“六一”儿童节活动缤纷多彩

藤山社区举行“六一”国际儿童节手抄报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