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海外版 2024年7月7日
编辑：万毅 美编：彭晓光城事

■案例1：活化乡村非遗
潺潺流水，涓流不息。小榄水道鸡笼

涌流经东升社区，经过近百年的沉淀与发
展，水上贸易逐步演变为繁忙的鸡笼墟
市，同时也带动了咸水歌这一水乡特色非
遗项目的发展。咸水歌与鸡笼墟市，也成
了东升社区的重要文化载体之一，共同承
载着当地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

作为第八批中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咸水歌艺术家周炎敏受聘为东
升社区“文化村长”。她一方面组织开展咸
水歌进校园、进社区、暑期公益培训班等
传承活动，为学生、青年、老人授课共 800
多场次，推动咸水歌在传承中发展；另一
方面，与老前辈一同编排了咸水歌节目
《盛世欢歌贺九州》，在社区文艺晚会上成
功展演，为非遗项目注入了新的时代内
涵。

“但‘文化村长’的责任还远不止于
此，我们还计划将咸水歌与鸡笼墟市相融
合，市民在‘趁墟’时可以听‘歌仔’，让非
遗真正走进群众生活。”周炎敏表示，今年
6月，“鸡笼墟市民间商贸习俗”成功入选
第十一批中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单。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升社区居

民，她将积极参与东升社区的文化发展规
划，打造“咸水歌墟”，重现昔日“水上对
歌”的盛况，让这一传统水乡民俗情景焕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案例2：对接文化资源
记者走访当天，小榄镇绩西社区“文

化村长”李志平刚刚为学员讲授完一堂书
法培训课程，便看到前来咨询的社区工作
人员何泳香。

“我们准备启动今年异木棉文化节的
筹备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一同探讨如
何丰富文化节的内涵。”何泳香希望借助

“文化村长”的力量，引入更多外部资源，
进一步丰富异木棉文化。

每年当异木棉花盛开之际，小榄祥丰
中路绩西社区居委会路段两侧，数十株美丽
的异木棉竞相绽放、繁花似锦，绚烂的花海
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画卷，为过往的行人
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

自去年首届异木棉文化节的圆满举
办以来，绩西社区便积极规划，以异木棉花
为核心，打造社区文化符号，并计划每年举
办文化嘉年华活动，吸引市民前来欣赏，共
同领略异木棉的独特魅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丰富异木棉
文化资源。我也将积极行动，联系相关协
会和专家，共同围绕异木棉开展歌曲、诗
词、书画、摄影、戏曲及舞蹈创作。”李志平
表示。

除了担任绩西社区“文化村长”外，李
志平还是小榄镇书法协会主席，长期参与
小榄镇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去年举办首届
异木棉文化节时，李志平刚上任“文化村
长”不久，未能及时参与活动组织、策划。
今年，他将使出浑身解数联系各方资源，
共同打造、提升今年文化节活动。

■案例3：传播社区文化
沙口社区位于小榄镇东部，沙口水道

沿社区流淌，带来了独特的滨河景致。江
滨公园依河而建，亲水临风，远眺之处，圆
榄山文化公园也屹立其中，兼具景观、人
文、生态特点。

“考虑到沙口社区自然景观丰富的特
点，在选聘过程中，我们特地为该社区选
拔了具备摄影特长的‘文化村长’。”小榄
镇宣传文化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杜艳超
表示，“文化村长”既是社区内文化领军人
物，也能凭借其专业特长和文化资源，深

入挖掘帮扶社区文化底蕴，助力社区明确
其文化定位，塑造独特的文化符号。

中山市摄影家协会理事、小榄镇摄影
家协会原主席黄水木上任沙口社区“文化
村长”一个月后，就与社区共同组织了基
层文化建设协商议事会，召集多位文体艺
术工作者，探讨社区文化事业发展方向，
研究如何挖掘盘活社区文化资源。

与此同时，黄水木发挥摄影特长，协
助社区开展摄影培训、摄影比赛等十余场活
动，吸引近2000人次参与。其中的5场摄影
培训不仅涵盖图片拍摄，更延伸至深受青年
群体青睐的短视频拍摄与制作，充分满足了
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

“摄影不一定需要很专业的设备，即便
是一台手机也能捕捉、记录下美好的瞬
间。”黄水木介绍，培训课上，更为关键的是
指导学员如何通过调整拍摄角度、构图布
局以及光影效果，呈现出精彩的摄影作品。

在学员们掌握了基本理论知识后，沙
口社区积极与小榄镇合作，举办了摄影比
赛，鼓励学员将所学应用于实践。接下来，
黄水木还计划在社区内组织定点摄影采
风活动，以摄影为媒介，更广泛地传播社
区的风貌和文化。

文人“当村长”社区“气自华”
小榄8名“文化村长”上任10个月，在涵养传播文化上发力，为社区注入新活力

2023年 8月，小榄镇探索

文化助力“百千万工程”新路径，

试行“文化村长”结对指导模式，

聘请骆培华、谭德开、何丽琼、李

志平、黄水木、王湛春、周炎敏、

余镇河等8名文化领域专家，分

别担任8个社区的“文化村长”。

近一年后，记者近日走进绩

西、沙口、东升等社区，探访已

“上任”近 10个月的 3位“文化

村长”。他们积极联动文化资源，

通过驻点开展主题创作、艺术培

训、展览展演、专业指导等多种

方式，有效激活乡村资源，为社

区注入文化新活力。

见习记者 李颖奇
周炎敏为东升社区创编的咸水歌节目《鸡笼墟》。 受访者供图

7月3日晚，“四海同心·畅想湾
区——第二届粤港澳台侨青年戏曲

之夜”文艺演出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场上演。1300名社会各界人士
观看了演出，其中包括200多名港
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观
演人员还有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中

山市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文化艺
术界代表、深中通道建设者代表等。

演出中，粤剧、潮剧、歌仔戏、昆

曲以及现代歌曲等精彩节目纷至沓
来，海内外青年戏曲艺术家和戏曲
名伶联袂献上一场视听艺术的饕餮

盛宴。

本报记者 文波 柯颂
通讯员 同心 摄影报道

粤港澳台侨青年聚中山唱响戏曲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