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临近，龙南境内的多座围屋热闹起来。在燕翼

围、栗园围、关西新围等大大小小的围屋内，客家主题的

系列民俗活动正如火如荼地排练，吸引了许多游客围观。

“中国围屋之乡”龙南拥有 376 座风格迥异的围屋，

近年来，当地通过培养传承人、实施围屋保护修缮行动，

活化围屋保护与利用，积极拓展“围屋+”新业态，让一

座座古老的围屋“突围”新生。

培育匠人 破传承之“围”

1月下旬，龙南降了一场久违的雪。雪后围屋，一派

古朴纯白。虽冬雪如画，却让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钟彦鹏忧心忡忡。“一年四季，围屋最怕

雨雪天。”钟彦鹏连夜从广东赶回龙南，带着工具和检修

人员来到燕翼围所在的杨村镇。

今年 73 岁的钟彦鹏从 16 岁开始学习传统木工技

艺，先后维修了关西新围、燕翼围、乌石围、西昌围等 10
余处围屋。“铛、铛、铛……”钟彦鹏拿着小铁锤轻敲围屋

墙体，欣慰地说：“这三合土还是那么紧固。”他向记者介

绍，三合土以石灰、黄泥、沙石为主料，加入红糖、蛋清、

糯米浆发酵半个月后制成。它是赣南客家围屋的主要

建筑材料，黏性好，夯筑的墙体坚固不易老化。在建筑

艺术上，赣南客家围屋运用了榫卯、斗拱、河卵石砌筑等

传统技艺。千百年来，正是凭借独特的营造技艺，赣南

客家围屋在建筑史上书写了精彩一笔，也成为世界游客

了解客家文化的窗口。

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涉及建筑工艺多，极为复

杂。“原来可没几个人懂这个。”钟彦鹏说，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龙南对围屋进行抢救性修缮时，因为本地工匠

短缺，导致围屋抢救性修缮工作一度面临困境。

为更好地传承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近年来，龙

南制定有关保护计划，申报了一批国家、省、市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同时还举办围屋保护修缮现场教学会，每

个乡镇选派 2 至 5 名工匠参加

学习。钟彦鹏组建了古建筑公司，吸收上百

名瓦工、木工、油漆工等传统技艺工人，其中，赣南客家

围屋营造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李明华被选派到北京大

学参加培训。此外，龙南还广泛宣传全民动员，举办了

围屋技艺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解决赣南客家围屋营

造技艺传承的困局。

撬动资金 破修缮之“围”

龙南围屋占赣南客家围屋总量的七成以上。关西

新围、燕翼围、乌石围等几座围屋先后完成抢救性修复

后，当地政府意识到要全面开展围屋保护修缮利用工

作，仅仅依靠政府力量还远远不够，剩下的围屋谁来

修？怎么修？

为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难题，龙南制定相关实施方

案，提出建立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社会资本、产权人等

多方参与的修缮模式，打开了围屋修缮工作的新局面。

“龙南市财政 2021 年至 2023 年安排 2000 万元，对

每座完成修缮并通过验收的围屋按修缮资金的 50%实

行奖补。”龙南市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平介绍，为

撬动社会资金参与，该市开展“百家企业认领百座围

屋”行动，通过乡镇牵头参与、发动产权人成立理事会

自主捐资、区市领导结对帮扶、本级财政奖补等方式，

充分调动围屋产权人积极性，撬动 3000 万元社会资金

参与其中。在整个围屋修缮行动中，该市还制定了《客

家围屋保护修缮实施细则》，对围屋修缮工作给出了详

细指导。

潘平介绍，在整个围屋修缮行动中，以本地工匠为

主。该县采取低准入、强监管方式，化解了长期以来受

限于古建筑维修专业性要求高、施工队伍资质齐等问

题。同时，通过市场方式活化利用，由乡镇牵头将已修

缮好的围屋打造成为传承客家文化、红色文化和乡土文

化的重要载体，助力乡村振兴。截至 2023 年底，龙南对

近百座围屋进行了修复，其中 40 多座围屋初步实现活

化利用。

拓展业态 破新生之“围”

上海游客邓礼民来龙南旅行的第一站就是栗园

围。“我在网上查了，每天 15 时这里有《天下客家》实景

演出。”邓礼民说，自己是客家人，要看围屋，龙南是必须

来的打卡地。《天下客家》是根据栗园围现有的建筑空间

环境进行创作的实景剧，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围屋之

美，探寻围屋故事。

连日来，负责执行太平古镇景区春节文化活动的张

明治忙得不可开交。春节将近，由他和团队策划的“四

大龙王拜新年”“非遗龙船体验”等节目将为游客呈现客

家文化的新场景。

在燕翼围百米开外的一间龙船制作工坊内，两艘龙

船制作已收尾，将于农历大年初二下水。拥有 500 年历

史的杨村太平堡龙船盛会，起源于明朝弘治年间，是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0后”赖美扬是杨村镇的旅游干事，她兼任了围屋

讲解工作。穿行于古朴的围屋之间，踏着古老街巷，她

不仅喜欢上了砖瓦草木，还迷上了客家织带的制作技

艺，并通过改进研发出了织带文创。

科技赋能也让古老围屋潮起来。VR、全息互动投

影、数字游戏等新技术，加上声光电的运用，让游客沉浸

式了解围屋故事，身临其境感受围屋魅力。

龙南武当镇大坝村有着以田心围为核心的客家围

屋群 23 座，该镇通过打造中国历代钱币馆、瓷器馆等，

让一座座古老围屋成为集文物欣赏、古玩品鉴交流、红

色研学为一体的教育基地。

留住美丽乡愁，复活古老围屋。在围屋活化利用的

工作中，龙南注重把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古建风貌等融

入乡村振兴中，拓展了“围屋+民俗”“围屋+餐饮”“围

屋+中医药”等业态，让一座座古老的围屋成功实现了

从“活”起来到“火”起来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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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碳”高手
变废为宝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二氧化碳是主要温室气体之一，对气候环境有很大

的影响。如何减少碳排放，让二氧化碳成为能卖钱的商

品？在九江，有这样一群“捕碳”高手，既帮石化企业实现

了降低碳排放的目标，又通过卖“碳”创造了经济效益，达

到双赢目的。

走进位于九江市浔阳区的江西八阵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一根根粗大的管道、一个个巨大的球罐，显现出现代工

业的美感。“石化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通过这些设

备，只需几分钟时间，就能将二氧化碳变成可以运用在食

品、化工等多个方面的‘宝贝’。”八阵能源公司工程师宋月

清告诉记者，通过管道将九江石化煤制氢脱碳尾气接入作

为原料，采用国际先进水平的低温精馏工艺，进行压缩、净

化、提纯、液化后再进行储存。“经过加工后的二氧化碳纯

度可达 99.99%以上，产品可以销售给碳酸饮料、锂电池、化

肥、石化等企业，去年公司销售二氧化碳产值达 2000 万元

以上。”

据悉，八阵能源公司目前已具备 12 万吨食品级二氧

化碳生产能力，二期建成后，具备年产食品级液体二氧化

碳 24 万吨能力，将成为华中地区产能最大的二氧化碳尾

气回收综合利用项目。食品级二氧化碳产品在满足周边

市场需求，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还能为碳减排碳中和贡

献积极力量，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特殊的“团圆”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团圆，是人们对春节最深的执念。1 月 30 日，寒风中

夹杂着冷雨，来自全国各地的 186 名服刑人员亲属，受邀

赶到位于进贤县的温圳监狱，奔赴一场特别的“团圆”。

“我生了场病，右腿无法正常行走，等下麻烦你们帮我

藏好拐杖，别让我儿子看出来。”会见前，服刑人员章某年

过六旬的母亲反复拜托民警。这位母亲多年未见自己的

儿子，激动得几天彻夜未眠。1月 30日清晨 5时许，天还没

亮，她就拄着拐杖从新余老家赶来，因为不想让儿子为自

己的身体担心，一再请求民警帮忙在儿子面前隐瞒自己的

病情。

“老公，家里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我们都在等你回

家。”服刑人员黄某望着妻子鬓角的些许白发，颤抖着攥紧

妻子的手，悔恨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

温圳监狱副监狱长林涛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发挥亲

情帮教在服刑人员改造中的教育感化、情感激励作用，温

圳监狱精心组织开展了此次“阖家欢乐迎新春，团圆幸福

享温情”春节亲情帮教活动，让服刑人员与亲属团聚在一

起，同迎新春、共话新生。

会面完成后，服刑人员同朝思暮想的亲人围坐在一起

共进午餐。此次亲属的到来，架起了一道穿越高墙的亲情

之桥，打开了“法度与温度”之门，给服刑人员带来鼓舞和信

心，一个个期盼的眼神、一声声温暖的鼓励、一句句暖心的

叮咛，让迷途的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情，坚定了新生的方向。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芳）“高

校和工业园区‘1+1+N’结对子，既

推动毕业生就业，也助力县区招才

引才。”说起政校园企精准对接、深

度合作带来的促就业新模式，江西

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柳晨很是

兴奋。

高校和企业分别处于人才供需

的两端。长久以来，高校人才培养

与企业用人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着结

构性失衡、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如

何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2023 年省教育厅联合有关单位

印发《关于摸排全省开发区规上工

业企业用人需求的通知》和《关于开

展全省高校和工业园区“1+1+N”结

对共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聚

焦“1269”行动计划，推动全省 105 所

高校与工业园区结对子，力促高校和

企业由各自为战向双向奔赴转变，促

进我省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

“以往，我们到各种人才招聘平

台发布公告，但‘广撒网’并不能做

到对人才的‘精准捕捞’。现在有了

江西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通过

高校和工业园区‘1+1+N’结对子模

式实现了点对点精准招聘。”进贤县

工业园区的江西华欣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项位华说。

你知我所想，我懂你所思。“1+
1+N”就 是 1 所 高 校 与 1 个 工 业 园

区、N 个企业联动，政校园企精准对

接、深度合作，共同努力将“企业招

人难、学生就业难”转变为“企业招

良才、学生就好业”的双赢局面。

前不久，横峰经济开发区与江

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1+1+N”结对共促就业推进

会，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三年，江西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将与开发区内企业，在技术经验交流、科技项目研

发、在职员工继续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就业指导与人才招

聘等方面，开展密切交流合作。

高校与工业园区“1+1+N”结对子不仅能促进高校毕

业生精准就业，还开辟了高校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路径。比如，井冈山大学与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结对子、江西农业大学与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结对子、江

西中医药大学与赣江中医药科创城所在的赣江新区结对

子……高校和工业园区深度产学研融合，地方政府精准招

才、引才，双方构建起“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

长效机制。

据悉，日前，省教育厅已将编印的《2024 届江西省普通

高校毕业生分校分专业生源信息汇编》提供给了我省开发

区规上企业，进一步助力园区、县域企业拥抱高校，双方共

同绘制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画像。

围屋围屋““突围突围””
———龙南活化围屋保护与利用观察—龙南活化围屋保护与利用观察

曾悦之曾悦之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李 征征

2 月 8 日，雪后的庐山风景名胜区银装素裹，雾凇、冰

挂等景观随处可见，装扮得宛如童话中的冰雪世界。庐山

迷人的雪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雪观光。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修缮后的田心围。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征摄

匡庐雪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