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一书推出后 , 香山文化这一概念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关于香山文化的内涵、研究价值与意义 , 许多专家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 ,

香山文化就是一种相对于岭南文化而言的地域次文化, 它包括物质层面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和制度

层面的文化。有学者认为既源自于中国传统 , 又融合外来因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创造、制度构建、

行为规则、文化习俗以及价值取向等的总和, 即为香山文化。[1] ( 序 二 )也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主要是指以包

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为依据, 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

特定生活结构体系, 是中原士族移民入徙香山带来的汉族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 并与西方文化交会逐渐

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2]还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就是指历史上属于香山地区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 即思

想文化。所有这些关于香山文化概念的诠释, 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香山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都很有启发性。本人亦在《概说香山文化》和《香山文化研究之价值与意义》等文章中作过概括和分析, [3]

但仍有必要对香山文化作进一步探讨。

一、香山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

理解和诠释香山文化, 首先必须从理解岭南文化和香山文化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条件切

入。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或变异 , 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同时空产生的文化现

象, 无论是在本质特征, 还是在结构功能上, 都表现出差异性。尤其是地理空间的诸种因素和条件, 在

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对文化生成和文化本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论及古代亚细亚和日耳

曼不同的原始公社关系时指出, 这种区别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 , 受物理条件的土壤开发方式 ,

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 , 以及引起迁移 , 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的影响。[4]恩格斯在研究爱尔

兰的历史时, 也从爱尔兰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土壤性质、矿藏、气候等入手, 再进入经济的和社会

历史的考察。[5]列宁则认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 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

附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地理环境的重视, 至少说明地理

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 这不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条件, 而且直接造成不同的物质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香山文化的产生和形成与香山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 《太平寰宇记》

载 , 香山泛指历史上曾共属于一个行政区划的中山、珠海、澳门等地 , 它处在江海交汇处的伶仃洋之

滨。晚清香山学人郑道实在《香山诗略》中对香山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就有这样的描述: “( 香山) 三面

环海 , 有波涛汹涌之观 , 擅土地饶沃之美 , 民勤笃厚 , 赋性冒险”, “兼以僻处偏隅 , 鲜通中土 , 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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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奴之见, 有特立独行之风”。香山虽然没有构成完整的山川形胜的地理单元, 却由于地临珠江水系的

入海口, 在中国翻天覆地的近代化进程中, 风云际会地成为中外交流的一个关键地带。暨南大学马明达

教授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序言中写道: “自明清之际开始, 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晚期, 香山便一直处于

中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冲突与交流的风口浪尖, 一举一动皆关乎国政 , 事无巨细往往直达

朝廷”。[7] ( 序二 )香山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发展变化表明, 香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遭遇过多次的人口迁徙

和社会融合 , 形成了一个兼容并包、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体系。香山社会的发展史 , 既是一部移民史 ,

又是一部创业史; 既是一部革命史, 又是一部爱国史。

从香山文化生成发展过程看, 脉络较为清晰 , 其演变经历了汉唐宋元萌芽期、明清积累期、近现代

成熟期和当代发展期四个阶段。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 , 集中地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粤、闽、客三大

民系的文化特征, 是中原文化、土著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的产物 , 是相对岭

南文化而言的亚文化。它既有岭南文化的文化特点、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等 , 又有其本身独具的特色。

广东省社科院雷铎先生认为 , 香山文化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杂交文化 , 具体而言 , 是“两岭”和“两洋”

的文化杂交。“两岭”即岭南和岭北 ( 中原) ,“两洋”是南洋和西洋, 这种内外二元和叠加的杂交文化, 形

成了香山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与创新性。[8]

因此, 既源自于中国传统, 又融合外来因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规范、文

化习俗以及价值取向等的总和 , 就构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香山文化。从香山文化的生成、发展以及内容

结构和性质特征上看, 它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缩影, 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本。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香山文化无疑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构成和表征”, “香山文化既具有深厚的岭南地域文化的根底, 也具有扎

实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它既是岭南地域文化小传统的构成之一 , 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的承载

者。”[9]

广东省社科联颜泽贤教授也认为, 香山文化足以成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 , 一是任何文化都脱不了其

地域性, 而香山文化的地域概念, 包括现在的中山、珠海、澳门一带。这一地域虽历经朝代更迭 , 但总

体上还是一体的, 其中的居民, 不论在生产、生活习惯还是语言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共通性。因此 , 香山

文化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二是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 它应该既有大的区域文化的共性 , 也应该

有在这个大区域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小区域文化的特质, 在共生之中有其独创, 香山文化正符合这一特点。

三是一种文化概念的提出, 还应有一系列的文化人物和事例作有力的支撑。而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启

蒙人物许多都诞生在香山区域内 , 这正可以作为确立这种文化的一个有力注脚。脱胎于此的香山文化 ,

包含了岭南文化体系中的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质, 其本身又独具特色 ,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 , 香

山文化与岭南文化同步发展, 演绎了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壮丽篇章 , 是中华文明的优秀范式。中山大学李

宗桂教授在《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中指出, “香山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概念, 完全可以成立。”[9]

二、香山文化的内容构成与基本特点

若按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与方法, 香山文化在内容构成上可划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

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个层次。[10](PP30- 32)但这样划分似乎显得过于抽象, 不便于人们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因

此根据香山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的文化特性 , 我们认为香山文化基本上是方言文化、民俗文化、

洋务文化、商业文化、华侨文化、名人文化和思想文化七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 [2]

方言文化。丰富多样的方言, 既是香山社会的一大特色, 又是香山移民文化、多元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香山, 广东三大方言语系并存, 且各大方言语系中又有区域间的不同。就今日的中山而言 , 粤语系中

分为石岐话、沙田话 ( 近顺德话) 、三角话 ( 近东莞话) 和古镇话 ( 近新会话) ; 闽语系中也有三乡话、

隆都话和张家边话之分; 客家语系内部比较一致 , 但与粤东客家语比较则存在一定的差别 , 前者不仅受

周边的三乡话、张家边话和南朗话的影响, 而且还受西方近现代语言文化的影响 , 夹杂了不少异质语言

内容。香山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方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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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的文化事物和现象的总称, 它包括物质文化、社会组织、

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部分。香山的岁时民俗和红白喜事民俗虽与中原地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在一

些具体规定和仪式上有自己的特色。最能体现也最具审美和开发价值的香山民俗文化应是香山的民间文

化艺术, 包括沙田地区流行的高棠歌、咸水歌和大罾歌, 五桂山区客家山歌和沙溪的鹤歌等。目前 , 咸

水歌、小榄菊花会等已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洋务文化。香山洋务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创性和边缘性。洋务文化主要表现为香山人在近代洋务

活动中, 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并形成独具一格的洋务文化风貌。从鸦片战争前后香山人在洋行做买办与中

外商人接触开始, 到晚清洋务运动全面展开, 香山人都积极参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

各项事务, 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洋务文化。在使中国打破闭关锁国从而面向世界的洋务运动的领

袖人物诸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身旁和背后, 有一大批旨在使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的旧称“买办”的爱

国实业大家, 其中香山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就是当中的佼佼者。[8]

商业文化。香山人向来重商。香山商业文化经历了宋、元孕育时期, 明、清形成时期 , 清末民初发

展时期, 新中国以后的转化和创新时期等历史发展阶段。近现代香山商业文化达至一个高峰, 成为中国

近现代商业历史的缩影。香山人在成功地实现了自我历史书写的同时, 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开

创性的贡献。 [11] 香山买办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积极表现,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在

近代百货业中的创举, 以及香山商贸的繁荣昌盛, 就是香山商业文化最好的印证。

华侨文化。香山人迁居海外始于明代。数量庞大的旅居海外的香山人在长期与祖国特别是家乡的互

动中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华侨文化和侨乡文化。“入清后, 经过长时间的稳定发展 , 又有澳门所提供的诸

多商机和便利, 香山人口增殖, 商业繁荣, 文教日兴, 遂与番禺、顺德等并列为大县 , 尤以侨乡名闻遐

迩。”[7] ( 序 二 )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 香山华侨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精神状态投身于侨居国和祖国的建

设, 如孙眉、杨仙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以实际行动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中国革命之

母。

名人文化。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 香山出现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 , 其人数之

众、知名度之高、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巨大,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诚如张磊教授所言,

“( 香山) 较早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域, 得以开风气之先, 又能领风气之先。人文精神高扬 , 呈现群星

灿烂。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堪称光辉夺目。不愧为20世纪中国的三巨人之一的孙中

山, 更以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的丰功伟绩而使香山易姓, 更名为中山”。[1] ( 序一 )最具权威的大型综

合辞书《辞海》收录了古今中外2000多名历史人物, 其中香山人有30余位,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独树一

帜。 [12]

思想文化。香山思想文化主要体现为名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结、

民族性格等方面。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以及他的爱国爱民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与时俱进的

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和博爱精神,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四大百货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商业

思想, 香山买办的经济思想和容闳、唐国安、钟荣光、萧友梅、韦卓民等的教育思想, 以及刘师复的无

政府主义思想等, 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篇章。

香山文化在发展和传承中, 不仅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 , 归纳起来主

要有传承性、包容性、先导性、民生性、创新性和开放性。

传承性。历史地看, 香山文化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行政区划的变更而离散, 相反伴随经济社会的

进步而得到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孙中山的愈挫愈奋、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和博爱精神, 在香山可谓代

代相传并发扬光大。颜泽贤教授认为, “中山人民正因应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 努力建设‘两个

适宜’和谐中山与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 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 既是香山文化概念的现

代诠释和作为一种活文化的具体印证, 也是对岭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深刻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1]( 序二 )

包容性。香山文化构成要素的多样性, 充分显示“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包容性。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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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雅俗文化不仅得到理解和接纳 , 而且还被转化和创新。严格说来 , 香山文化就是古南越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及西方近代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融合、转化和创新的产物。

先导性。明清以来 , 香山涌现出了许多领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 , 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社会等领域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提出

的幼童留美计划 , 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美国的先河。在120名留美幼童中, 香山籍的占1/3, 其中唐绍仪、

唐国安、梁如浩等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观应率先提出实行君主立宪主张 , 并系统

地论述了兵战不如商战的思想 , 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和发展经济的实业计划等 , 在当时都

具有思想的先导性。

民生性。香山人向来务实崇商、重利而不忘义。香山的经济严格说来都属于民生经济 , 都与老百姓

日常生活所需有关, 这在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中即有鲜活印证。和早期的香山买办一样 , 中国现代百货

业的先驱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的经营者所持的经营理念也都体

现出浓厚的民本思想。

创新性。创新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行为状态 , 是流淌在香山人血液中的活性因子。香山人是中国近现

代工商实业的重要开拓者和推动者 , 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中 , 涌现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买办和

工商实业家。香山人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就是这种创新性的明证。正如李宗桂教授所

言 , “强烈的创新追求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特质”。 [9]

开放性。从历史上看 , 香山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不断移民的社会 , 也是一个文化输入型的多元文化组

成的开放融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 香山人更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 , 善于吸收、摹仿和学习外来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视野较为宽广 , 思路较为开阔 , 商品意识浓厚 , 有强烈的开放意识。香山文化

中的一些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化的东西 , 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香山文化实际

上在明清时期也一度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范本,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西方人的“中国观”。

三、香山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香山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明显表现为崇文尚武、顺应自然和重商传统。

崇文尚武。香山人历来就崇文重教。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 , 香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 , 孕

育了许多英才俊彦, 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早在明代中期 , 香山县的文化教育就

与中原等地的水平不相上下。嘉靖年间, 参加科举人数与日俱增, 中举人数达180人之众, 其中有16人考

取进士 , 在道德文章上颇负盛名的亦不乏其人 , 如黄畿、黄佐父子。黄畿勤于著述 , 有粤洲先生之称 ;

黄佐参加廷试, 五试皆为第一 , 其著述甚丰 , 且广为传诵 , 时人誉为奇才。到了清朝 , 香山人读书应试

者众, 在清初至科举制废除的200余年内, 香山出了2名探花, 107名进士, 其中武进士67人; 721名举人,

其中武举人312人。[13] 虽然科举考试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历代科举取得功名的人员数目也不等于历

代香山人才的总量, 但可以肯定地说 , 它毕竟是古代香山社会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 反映了

香山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 体现了香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

顺应自然。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出海口伶仃洋上的若干岛屿 , 所谓“香山为邑 , 海中一岛耳 ,

其地最狭, 其民最贫”, 说的就是秦汉时期香山地区相对独立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大海对缺乏勇气和智慧

的族群来说, 是一种天然的阻隔 , 香山的先辈们却能围海造田 , 并将之变成绿洲; 大海 , 有时是一条暗

藏杀机的险道, 香山的先民却凭借她远涉重洋, 开辟金山坦途。靠山抱海, 没有内陆地区的封闭和保守,

却因拥有深不可测、浩瀚无垠的大海而视野广阔。香山先民就是在这山与海的结合中历练出开放、博大、

包容的胸襟和刚柔相济、开拓创新的文化品格。香山沧海桑田的巨变, 部分归因于自然的伟力 , 更多的

则应是人化自然的结果。香山先民在持久的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 , 学会了适应、改造、转化和创新 , 形

成了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的循环再生的经济发展模式 , 成功地变沙田为良田。香山文化因而也在这种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中不断获得再造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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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传统。香山人向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宋代香山立县的县城石岐 ( 史称“铁城”) , 一直是各种商

品的集散地。元明时期, 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 澳门与香山地区之

间的贸易就更加频繁。明万历十九年, 大戏剧家汤显祖来到香山, 被香山繁忙贸易景象所吸引 , 挥笔写

下《香嶴逢贾胡》, 诗云: “不住田园不树桑, 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 白玉河边看月光。”鸦

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 香山因地近港、澳和广州, 中外贸易和区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

起来。境内除县城石岐以外, 小榄、前山、香洲等地, 也因商业的繁荣而成集镇。特别是清末民初 , 受

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 香山的工商业再一次出现蓬勃生机, 县治石岐工商业在原

来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 虽屡经战乱, 商贸活动受到影响, 但民间墟市仍然断断续续地进

行, 对外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止, 商贸传统因此得以传承。

香山文化在文化精神上主要表现为坚守正统与开放创新、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刚勇好强与文质彬

彬、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等对立又统一的精神品格。

坚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香山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多元文化并存是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表现,

但是, 香山文化在本质上并没有因不断地吸纳外来异质文化而丧失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本特征。相反, 香山文化在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 不断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提

升。孙中山先生就说, “余之谋中国革命, 所持之主义, 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

者, 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香山靠山抱海, 素有重农亦重商的传统。面对大海 , 他们很自然地有了

探究天地之想; 背靠大山, 脚踏实地, 注重实干和讲求实惠之情则油然而生。因此, 香山人得山海相依

之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 一方面务实求真, 趋利避害, 具有时间效益观、开放效益观和变革效益观等商

品意识, 表现出趋利务实的个性; 另一方面香山人又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 对人生充满憧憬 , 表现出

热情浪漫的诗性情怀。

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香山人历来就崇文尚武。如前所述, 在历代科举考试中, 香山籍文进士、

文举人固然代不乏人, 但武进士、武举人也层出不穷。香山人一方面素喜习武强身, 保家卫国 , 在历代

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斗争中刚勇顽强、大义凛然 , 南宋末年马南宝毁家纾难、奋起勤王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香山人又擅长舞文弄墨, 吟诗作画, 表现出儒者风范。如黄佐、何曰愈、苏曼殊、古元等表现

出的诗人气质和学者情怀。香山文化因而具有刚柔相济、儒侠兼备的特色。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沧海桑田的巨变和移民社会构成香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香山人在

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中, 学会了思考和创造, 学会了博爱与包容。一方面 , 他们善于适应环境和

灵活变通, 处事从容、稳中求进, 表现出一种务实守信的理性精神; 另一方面 , 香山人在人与社会和人

与人的关系网络中, 又表现出和睦友爱、守望相助、重礼尚义的人文精神。因此, 香山文化具有科学理

性和人文精神合一的文化品格。

四、香山文化在当代中山社会的传承与创新

正如人需要精神一样, 一个城市也需要一种精神。2004年4月, 中山开展了什么是新时期中山人精神

的大讨论, 并提炼出“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1]这八个字凝练了香山历史文化

和建设现代文明的双重意念, 是中山人一种精神力量和共同的价值取向, 更是香山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

新。

博爱是伟人故里宝贵的精神元素。它是热爱、建设家园和祖国的民族精神之凝聚, 既有传承性 , 又

有时代性。孙中山先生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道主义的精髓, 应与三民主义一起倡行。他的这种伟

大的博爱人文精神, 既顺应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 更为世人留下了关乎人生观、价值取向的宝贵精神

遗产。 [14] (P8)在博爱这面旗帜的辉映下, 爱国爱乡的情愫早已融化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救死扶

伤、扶危济困、关心社会、乐于助人”为宗旨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的慈善万人行持续了19年 , 不仅在内

容上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和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救国救民救世的博爱精神, 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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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 创造性地培育了现代城市新风尚, 形成了当代社会新民俗。慈善万人行

活动已经成为中山人民弘扬博爱精神的强大载体。

创新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活性因子。改革开放以来, 中山人秉承“敢为天下先”的传统, 创造出多个

全国第一, 包括第一个种粮万元户、第一家中外合作的旅游宾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东南亚地区规模

最大的游乐场等。1998年实施的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能最终取得成功 , 也得益于创

新。中山在国内较早提出实施“三个创新”, 即体制、科技、投资环境创新 , 其中“投资环境创新”理

念尤为独特, 它不只强调基础设施的改善, 更强调软环境的创新。自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后, 公有资本从

一般竞争性领城退出 , 不与民争利 , 给民间资本腾出发展空间 , 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理念 ;

非公经济蓬勃发展,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近12万户, 约占全市家庭户数的1/3, 小榄、古镇等镇区更是接

近50%。正是因为这种永不枯竭的创新力量, 才使中山“以占全省1%的面积、2.7%的人口, 创造了占全省

3.8%的生产总值, 经济总量位居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第五位, 并获首批全国文明城市殊荣”。[1](序二 )

包容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香山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纳移民的历史, 也是一部包容的历史, 它充分

展示了包容的文化底蕴。包容精神符合现代社会开放、开明、接纳、多元的价值取向。中山人的包容精

神, 体现在中山人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是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在中山, 内

外投资者一视同仁, 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同步发展。“同是中山建设者”的社会氛围, 让广大外来

务工人员倍感温馨 , 十年前 , 就有外来工被推荐当选为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或当选市政协委

员, 当时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新鲜事。

和谐是全社会不懈的共同追求。和谐体现了时代性与群众性, 其内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的和谐。多年来, 中山本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既重视效率也关注公平, 既重视代内公平也关注代

际公平。如斥巨资实施安居工程, 为相对困难的7000多个家庭圆了安居梦; 全社会积极参与“身边的希

望工程”,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 实施“星光工程”, 让农村的老人安享晚年;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

大力发展专业特色镇, 并积极探索农村保险向城市社保并轨等。三年前,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中山提

出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的要求。中山据此建立了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全面实

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三年后, 他再次来到中山调研, 对中山经济社会多年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中山已基本建设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今日中山 , 践行科学发展观、

建设适宜居住适宜创业的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目标追求, 更是一种发展成果的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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