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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两年，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人，都会自发地从全球

各地赶来，齐聚一堂、恳亲交流、增进团结。这群人，有个共同

的名字——客家人，他们是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的一支重要而独

特的民系族群。

他 们 的 聚 会 ，是 目 前 国 际 上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华 人 盛 会 之

一——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简称“世客会”）。这样的聚会，从

1971 年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已由单纯

的恳亲联谊，发展为融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于一体

的活动载体。大会弘扬客家精神、传播中华文化，增进海内外

亿万客家人团结。

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今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世界客

属第 32 届恳亲大会，落地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市。龙南成为世

客会创办 50 多年来，首次在中国内陆县一级举办的城市。来

自全球各地的 200 多个客属社（侨）团及客属人士代表、知名企

业家等约 2500 名嘉宾将齐聚赣州龙南，共襄盛会。

为何是龙南？

作为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的第一站，赣州是客家民系的发祥

地和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全市 95%以上是客家人，被誉

为“客家摇篮”。龙南素有“江西南大门”、赣州“融湾桥堡”之

称，面积 1646 平方公里，人口约 34 万，2020 年实现撤县设市。

龙南客家文化源远流长，境内拥有关西新围、燕翼围、乌石围等

376 座各具特色的围屋，占赣南现存客家围屋的 70%以上。今

年 7 月，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区建议名单。龙南因改革开放而兴，在全省率先成立开发

区，已连续十三届获评江西省开放型经济综合奖。近年来，龙

南传承“开放基因”，主动策应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国家战略，充分发挥龙南海关驻地优势和职能作用，深度对接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龙南怎么办？

本届世客会活动包括主席团入城欢迎仪式、开幕式、客家

文化学术交流会、客家青年发展大会、首届客家民俗文化艺术

节等。龙南还在参观点上安排了客家文化、阳明文化、农业、工

业等主题的文艺展陈、展演活动，以及客家手工技艺、农耕、美

食制作、脐橙采摘、温泉康养等体验活动。全方位展示赣州“客

家摇篮”和“围屋之都”风情，宣传推介客家龙南，促进赣州客家

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本届世客会

期间，还将举办第 32 届世客会招商推介会，开展经贸洽谈、项

目推介、招商对接等活动。

办好一场盛会、振兴一座城市、推动一域发展。

龙南以筹备世客会为契机，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深入推进城市能级提升行动，坚

持“办会利民、办会惠民”理念，加快建设经济金融、文化旅游、

商贸物流、交通集散、教育科创、医疗康养“六大区域性中心”，

让城市“面子”更加亮丽、“里子”更加牢固。龙南将客家文化的

保护传承和全域旅游相融合，推动客家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深化“老屋复活”改革，推动客家非遗项目走入世客会、

走近世人、走向世界。

2023，江西赣州龙南，喜迎八方来客，共创美好明天！

（数据来源：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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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州龙南: 八方来客喜迎

世客会龙南主会场夜景鸟瞰。

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南武当山 99 座奇峰平地突兀而起，犹如一幅壮美

的画卷，沿 105 国道徐徐展开，被称为“十里画廊”。

省级历史文

化街区龙南下荳

行历史文化街区

作为世客会参观

点 之 一 ，将 向 全

球客家人展示龙

南深厚的客家历

史文化底蕴。

金秋时节，赣南脐橙丰收开采，喜迎四海宾朋。

客家织带——龙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一。

世界客属第 32 届恳亲大会吉

祥物“龙龙”和“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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