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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

古镇不古 新貌益新

（《南方日报》1994年 4月 19日第 2版 蓝松涛）

“灯饰电器千万种，建材木头满河海；花卉苗木全国种，

废品加工一条龙。”这句顺口溜描述的是富甲一方的中山市古镇

风貌。不久前，省长朱森林欣然为该镇题词：古镇不古，新貌

益新。

笔者最近驱车来到该镇，但见公路两旁一片葱绿。连绵三

四公里的花木长廊，绿的欲滴，红的似火。在公路东侧的岗东

花木苗圃场，我们驻足在一株 2米多高的苏铁前。陪同我们采

访的古镇党委办负责人介绍说，这株苏铁市价高达 1.5万元。目

前，该镇花木专业户已发展到 60多个。他们不仅在当地种植花

木 300多公顷，还跨海过江到邻近的珠海、江门等地租用 80公

顷土地办花木场。肇庆、茂名、湛江等市八成以上的绿化树木

是姓“古”的。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和大亚湾核电站等

众多园林杰作也出自古镇园艺师之手。如今，该镇已成为全国

主要花木生产基地之一，花木产值占了农业产值的一半多。去

年仅花木一项，全镇户均收入就达 2500元。

“花木长廊”的尽头，是远近驰名的“灯饰城”。沿公路两

旁，灯饰展销店一间连一间，台灯、吊灯、壁灯、工程灯、装

饰灯，灯灯耀目。开始“洗脚上田”的古镇农民，从江门、石

岐等地采购一些零配件回来，动手组装简易的灯饰，运到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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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竟大受欢迎。消息传开，古镇个体灯饰厂便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如今，全镇大小灯饰厂有 4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 5000

人。按全国市场销售量计算，每 10盏灯饰里，出自古镇的就有

4盏。

踏入古镇东大门——曹步自然村，沿途 1.5公里路，扑入眼

帘的尽是个“木”字：公路两侧堆积如山的是木，载重汽车装

卸的是木，呈“T”字形的河道上排列的是木，往返穿梭的机船

上载的也是木。几百家木材加工场内人影绰绰，锯木声此起彼

伏。同行的司机介绍说，这就是全省最大的中山市木材市场。

几年来，这个市场每年成交的木材都在 10万立方米以上，年销

售额超过 1亿元；装饰木、建材木、地板砖还大量出口港澳。

古镇不见山岭难见林，何来那么多木头？该镇党委办负责

人说，这正是古镇人的精明之处。他们利用古镇水陆交通方便

的优势，沿西江逆流而上，到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的山区

去开展“补偿贸易”——山区行路难，他们就解囊修路；山区

办学难，他们又捐资建校；山区育林难，他们则出资造林……

这样一来，绿色之路便逐渐延伸至云南、缅甸交界的边境山村。

车过木材市场，只见两排整齐的 3 层楼房，底层堆放的都

是些烂鞋废铁。不言而喻，这里就是古镇的废品加工“一条街”

了。以前，古镇人收废品靠的是一杆称、一根扁担、两个麻袋，

做转手买卖；如今，他们收废品，是用机械加工，变废为宝，

以旧创新。目前，该镇经营塑料、金属等废品加工的个体户有

300多户，有的年创产值超百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