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乡村增添“绿色底蕴”
为产业贡献“绿色力量”

金湾区森林小镇、森林乡村数量位居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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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璐

近日，在澳门一场活动中，一个
将近1米高、重达 80斤的“大蛋糕”
吸引了在场宾客的注意，蛋糕上精
致的牡丹花开得正艳，难以想象这
会是面粉和蔬果汁碰撞出来的效
果。而这个“大蛋糕”实际上是花
饽饽——金湾花仔糕，由糕点师朱
媛和伙伴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制作完
成。

自从 2014 年学习制作花饽饽
“出师”以来，朱媛因为其作品的造
型精美、健康零添加，已经在澳门收
获了一大批粉丝，许多宴会上都有
她的作品。2023年，正式定名为“金
湾花仔糕”的花饽饽被纳入金湾区
（开发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源自山东、
发展于金湾的技艺让珠海这座城市
有了新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越来
越多人的“五彩乡愁”。

用心坚守一份纯净

在朱媛位于金湾区三灶镇的工
作室里，早上6、7点，和面机的声音
就响起来了。此后的几个小时，上
色、发面、揉面、捏型、雕刻、锅蒸，
朱媛几乎一刻也不能停歇。“老面
引子里有酵母菌，如果等得太久面
发过了头，做造型就难了，所以这
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她拿着一
个计时器说。

“滴滴滴”计时器响，朱媛赶紧
走向后厨，拉开蒸笼的一瞬间，形如
小猪、寿桃、牛角的馍馍五彩缤纷，
在蒸汽散去时显形，面食自带的香
味也扑面而来。“这么多鲜艳的颜
色，一点儿色素也没有，想不到吧。”
朱媛一笑。

原来，朱媛创新性地以蔬菜汁
染色、自制引子发面、山泉水和面。
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小麦馒头里融
合了粮食瓜果蔬菜的口味和营养，
香味浓郁又自然。各种鲜艳的颜色
中，黄色来自南瓜、绿色来自菠菜、
红色来自甜菜根和曲米粉、粉红色
则是仙人掌的果实。

高成本的原料不符合商业规
律，却符合朱媛制作花饽饽的初
心。自从女儿出生，朱媛就一直想
找到既好看吸引人，又能够放心给
孩子吃的主食。然而许多面食已经
是工业化了的产品，色素和增加甜
味的添加剂很难让朱媛放心，“那么
干脆自己做吧！”

一开始，朱媛只是在拜师山东
花饽饽传承人后，自己在家做给
亲戚朋友吃，后来发展成为在山
东和珠海分别有一家工坊，虽然
规模原来越大，但坚守纯净的初心
一直未变。

“附近的居民很喜欢我们的花
仔糕，许多人还经常来我们店里自
己动手做，大家亲眼看到我们的原
材料和制作过程，口碑也慢慢树立

起来了。”朱媛说。

用爱守护一份乡愁

珠海素有“移民城市”之称，在
经济特区设立之后，大批工程师、医
生、教师、律师等各行各业的移民来
到珠海参与城市的建设。而金湾航
空新城更是有一个形象的名字——

“候鸟城市”，因为许多北方居民在
此置业，像候鸟一样夏天待在老家，
冬天则来到航空新城避寒，并且渐
渐地把生活重心全部搬到南方。

“我们2013年举家搬到珠海金
湾，从那时起就在不断寻找有我老
公家乡——山东味道的馍馍。”朱媛
说，“那时拱北的华润万家超市里有
一种签子馒头，有一点家乡味，我们
每次都去一口气买上二三十个。”在

“健康馒头店”开起来之后，一家人
不再需要去超市里买成斤的馒头，
而且把这份乡愁做成有金湾特色的
花仔糕送到了“候鸟城市”越来越多
居民的手中。

传统的花饽饽馅料比较单一，
朱媛就以粤菜为灵感，新增了芋泥
馅、椰蓉馅、奶黄馅、豆沙馅、紫薯南
瓜馅、叉烧馅等南方口味的馅料，并
且用牛奶和面，增加面的香味和口
感。在造型上，她也创新性地把金
湾区传承多年的非遗——三灶鹤
舞、三灶狮舞等元素融合进创作中，
传统花饽饽基座上的寿桃和小动物
被替换成了活灵活现的仙鹤和喜气

洋洋的狮头。
“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受欢迎的

产品，香肠包。外面是花仔糕做
的造型，里面是广东人喜爱的‘波
波肠’。”朱媛一边介绍，一边快速
捏着面团。一掐一按，一只只可爱
的猪耳朵就在她的指尖成型了，造
型好的猪耳朵、猪鼻子、胡萝卜、
小花等面团被放在包入了香肠的
大面团上，还未入锅蒸就已经十分
诱人。

在不断地创新中，这一份北方的
乡愁慢慢变成南方与北方共同的乡
愁。现在，许多金湾区的老居民也
喜欢逢年过节订一个金湾花仔糕，
享受从动物造型里切开“金元宝”小
馒头的惊喜瞬间。

乘着滑翔机在海岸线上翱
翔，绿色的岛和蓝色的海尽收眼
底。在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荷包
村里，随着旅游项目逐渐完善，游
客也渐渐多了起来，而在旅游业
发展的同时，这个面积有13平方
公里的海岛依旧保持着99.9%
的森林覆盖率，是“广东省森林乡
村”。

据了解，在金湾区内，已有2
个省级森林小镇、2个国家级森林
乡村、3个省级森林乡村，数量位
居珠海市前列。目前，金湾区还
在争取将森林城镇进行全覆盖，
推动森林乡村、古树乡村、红色乡
村的建设，让乡村增添“绿色底
蕴”，为产业贡献“绿色力量”。

采写：本报记者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8 月 8日
立秋当天，南水镇沙白石村居家养老
服务站巡回志愿服务队前往距离服务
站较远的沙白石西坑村开展了“凉风有
信，话立秋”长者树叶手工贴画活动。
本次活动由南水镇公共服务办主办，珠
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

活动中，社工与志愿者带领长者
们漫步在园林间，采集各种形状和颜
色的叶子，同时与长者们聊着当地“立

秋”相关的习俗。随后，志愿者将收集
到的叶子放于桌面，整理选择出大小
合适的树叶。长者们纷纷“以叶为媒，
以画话秋”，开始构图、搭色摆样、进行
粘贴，一片片树叶在长者的双手下，变
成了一幅幅精美的艺术作品。

沙白石西坑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常态化“走出去”，把服务送到长
者家门口，让村内长者能享受到多元化
的养老服务，提升晚年生活幸福感。

南水镇沙白石西坑村举办
长者树叶手工贴画活动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8 月 10
日，金湾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内，
珠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金
湾区捐赠了“海豚 1 号”水面救生机
器人 20 台。截至目前，金湾区已有
水面救生机器人 50 台，储备在区内
各救援中心、公安分局和各镇应急办
等单位。

据悉，水面救生机器人作为一种
先进应急救援装备，具备水面快速行
进、远距离遥控、精准定位、一键返航
等功能，在面对各种复杂、恶劣的水上

环境下，能快速有效地救助被困人员，
减少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同时，该装备能够不受特定救生
人员的个人能力限制，可以大大提升
水上紧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成功率，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
的保障。

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
门将切实用好这批水面救生机器人，
让其充分发挥水面应急救援作用，让
水域安全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创
造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爱心企业向金湾区
捐赠20台“水面救生机器人”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为了让青
少年感受渔网编织传统手工艺的魅
力，加深对渔家传统文化的了解，8月
7日至 11日，在南水镇公共服务办的
指导下，南水镇南水社区居委会联合珠
海市慧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乐
学成长 陪你一‘夏’”——南水社区青
少年夏令营活动之渔文化体验课。

社区邀请了南水居家养老服务站
“渔文化宣传队”授课，体验课为期 1
周共5节课，吸引了社区20多名青少
年报名。活动现场，南水居家养老服
务站“渔文化宣传队”的队员们一边给
小朋友们讲解渔网编织需要的工具和

使用技巧，一边拿梭子、网线、辅助竹
片等编织工具示范，左手拿尺板，右
手拿梭子，用梭子在尺板和网扣中来
回穿梭并系扣。在体验环节中，宣传
队队员和小朋友现场配对，一根长长
的渔线在孩子们手中来回旋绕，5天
时间过去，大家都掌握了编织渔网的
技能。

南水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
在南水镇有许多渔民，渔网编织是一
项重要的技能，如今承载了更多的乡
情与文化。老渔民带动青少年的模式
可以推动本土文化保育和传承，让渔
家传统文化熏陶年轻一代。

南水镇南水社区举办渔网编织活动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为避免性
别刻板观念阻碍青少年身心全面发
展，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8月 2日至
10日，平沙镇妇联分别在镇内11个社
区开展了“我们都一样”性别平等工作
坊系列活动，共吸引近 300名青少年
积极参与。

工作坊邀请了国家高级性教育讲
师林静婷老师、香洲区青春健康主持
人张艳老师进行授课。课程围绕“男孩
样女孩样”“性别视角下的男女”“应对
性骚扰”三个主题展开。活动中，老师
们引导孩子打破原有的性别角色认识，
启发大家对性别平等的思考，让大家了
解到身边每个人的特点都是多样的，感
受男女生的不同优点，摆脱性别刻板
化的限制，让自身的兴趣与梦想可以

有更多的选择与发展。针对青春期孩
子，老师还邀请他们就办公室、公交车
上、上网中、偏僻处遇到的性骚扰进行
情景演练，从而掌握多种正确应对性
骚扰的技巧，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一位家长表示，自己一直都是采
取单性化性别角色的教育模式，“以前
5岁的女儿哭着要买玩具枪练射击，
没给她买，如果她现在还喜欢练习射
击，我不会再限制她了。”一位初一女
生表示：“别人都说我是‘假小子’，我
也一直比较自卑，参加了这次活动，我
不会再自卑了，我要去做一个真实的
自己！”

此次活动由平沙镇妇联主办、平
沙镇关工委、镇总工会及相关社区妇
联协办。

坚持推进性别平等
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平沙镇妇联开设“我们都一样”性别平等工作坊

以森林保护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森林乡村与森林小镇的建设，
让乡村和城镇的面貌得到了显著的
改善。今年以来，金湾区各镇都在
不断提升各自的绿化水平和人居环
境。在南水镇的“三清三拆三整治”
整治中，南场村共清理房前屋后积
存垃圾、杂草杂物、生产工具 506
户；巷道建筑材料、杂草杂物共496
处，沟渠池塘杂物、垃圾、淤泥共23
处；平整路边空地约 3000 平方米；
铺设环保砖增设停车位；铺设彩色
文化砖人行步道约800米。如今的
南场村，绿化覆盖率达到了82%，村

居环境显著改善。
在村民搬迁上岸后，荷包村也在

不断提升新村整体绿化水平。截止
目前，不仅荷包岛的绿化覆盖率达到
了99.9%，荷包新村的绿化覆盖率也
达到了37.8%，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初步形成协调发展的森林生态系统。

与南水镇注重海岛、海滨风光
不同的是，在三灶镇，森林保护主要
集中于“两山”，一座是拦浪山，一座
是轿顶山。在海澄村拦浪山森林公
园，站在山顶，可以鸟瞰到珠海机场
和美丽的海岸线。2019年，海澄村
利用2016年扶持新型农业产业资金
75.66万元建设了拦浪山-茅田山森

林文化走廊生态旅游区，包括登山
步道、小广场、凉亭等群众休闲场
所。此外，轿顶山也修建了登山步
道，由2016年产业发展资金155万
元建设而成，修建健康步道、凉亭，
打造花海景观。

以古树保护守住一方水土乡愁

除了各村森林和各镇绿化的整
体提升，金湾区还将古树保护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让见证了乡村百年
发展的树木成为继续陪伴下一代的
乡愁寄托。据了解，平沙镇现有古
树61株，树种为榕树、朴树、木棉，均
为三级古树。其中，连湾社区39株、
南新社区13株、沙美社区4株、立新
社区5株，每株古树均已落实核查登
记及挂牌，责任人定期对古树进行
养护，每年均开展白蚁消杀、除草工
作，力求古树的生长情况良好。

在三灶镇海澄村，还有一个百
年古树群公园，是金湾区内小学生
研学的目的地之一。海澄村百年古
树群公园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
百年以上国家三级古树有70多棵，
15个品种，平均树龄113年，树龄最
老的达160多年。

在保护好古树的同时，海澄村
还升级改造篮球场、修建休闲步道、
休憩小亭、便民停车位，提升公园绿
化及灯光照明效果等，给当地群众
提供一所休闲、健身、景观于一体的
公园处所，并有效地保护原始古树
原貌。2023 年，该村又投入 359万
元升级改造园区道路、绿化、照明、

儿童游戏设施，新建凉亭等，塑造具
有文化内涵的绿地景观，打造简洁
大气、功能实用的市民休闲广场。

以文旅建设发挥森林产业功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的
价值远不止于推动人居环境的改
善。近年来，金湾区全面推进“非
遗”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使青山绿
水、蓝天白云成为乡村旅游的靓丽
招牌。其中，三灶镇海澄村大力发
展具有浓郁乡村特色的旅游观赏、
体验等项目，深度挖掘红色旅游文
化，结合红色文化点，提升乡村旅游
文化品位和内涵。

与此同时，海澄村大力发展鹤舞
鹤歌、手工编织、剪纸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海澄村下辖的正表村以现有
鹤舞馆为基础，全面提升周边巷道
房屋的景观环境设计，包括巷道地
面铺装、室外“非遗”场景展示等，将
正表村的老村场老房子片区打造集
鹤歌鹤舞、手工编织、剪纸等非遗传
承及品尝特色美食的网红打卡点。

金湾区唯一一个有海岛的行政
村荷包村也在进行乡村旅游特色村
建设规划，结合荷包岛旅游公司对
旅游区的建设，将发展海岛沙滩与
原始森林相结合的旅游模式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
海岛沙滩、渔业野生动物与森林资
源优势，找准生态优势与休闲旅游
发展的结合点，积极发展海岛休闲、
游泳、观光等海岛森林生态旅游，综
合效益得到持续释放。

金湾花仔糕：

守护候鸟城市的五彩乡愁

金湾新非遗——金湾花仔糕。
本报记者 金璐 摄

活动现场吸引了社区20多名青少年报名参与。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图为活
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三灶镇屋边村环境优美。

三灶镇海澄村古树群绿树成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