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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蓝景熙 通讯员/李广津 摄

影报道）改善人居环境，让

幸福“看得见”。近半年来，

丹灶镇新安社区开展“一社

一党员四小园”创建，截至

10月，已建成7个“党员四

小园”。

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为抓手，新安社区推动环境

从“一处美”向“处处美”转

变，着力答好人居环境整治

的“美丽答卷”。如今，漫步

在新安社区，党群合力共建

的“四小园”、干净舒适的街

心公园、古韵静谧的村道巷

陌、倡导文明新风的墙绘等

随处可见。

建设美丽家园需汇入

多方力量。今年 5 月，由

各经济社党支部牵头，带

动妇联执委力量，社区在

各经济社建设不少于一个

“党员四小园”。如今，带

着历史韵味的房屋之间穿

插点缀着一个个“党员四

小园”，让新安社区焕发勃

勃生机。

在村内，一座座古风凉

亭耸立在村道旁、河岸边。

街心公园内，石板凳、健身

器材、篮球场等设施设备一

应俱全。这里此前仅是一

块闲置地，如今小而美的公

园集休闲娱乐、健身观光等

功能于一体，成为居民遮阴

纳凉、休闲小憩的好去处。

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古

朴静谧是社区给人们留下

的印象。红砖墙、麻石道，

在新与旧的变迁中依旧保

留了下来，散发着阵阵古

韵。细心留意，你还会发现

村中的墙壁换上了“新装”，

普通的砖墙摇身一变，成为

了村民身边的乡村振兴“宣

讲员”，为美丽乡村建设增

添别样的色彩。

此外，新安社区还修建

了公共厕所、池塘护栏等设

施，不断完善基础配套，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

干净整洁、美丽宜居的

社区环境，提升了居民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2021年底，

新安社区取得佛山市农村

人居环境第四季度明检第

八名。

竹编匠人磨炼技艺59载

用竹丝编出一方天地 用匠心延续一段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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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藤是可再生且环保的

资源，在发展绿色经济、应对

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日前，在

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上，中

国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

倡议，将在全球深化“以竹代

塑”合作，更好发挥竹子在代

替塑料产品方面的突出优势

和作用。

说起竹藤，南海丹灶罗

行圩以盛产竹器闻名，日常

用品也皆为竹器制品。据

《南海县志》记载，罗行竹器

曾与西樵缫丝、石湾陶瓷齐

名，是佛山主要手工业之

一。如今，罗行社区仍有少

数老艺人在坚持传承竹器技

艺，将竹器与现代生活相融，

实现可持续发展。

罗行竹编成佛山非遗

在没有桥梁和公

路的年代，位于南沙涌

东岸的罗行圩，有着成

片的竹器加工场，是西

江、北江沿岸的四会、

怀集、广宁等地客商的

聚脚点。“六股圩场十

股连，箩篸筲箕万万

千。河边泊了苍江竹，

一点良江伴粮钱。”这

首诗描绘的正是佛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罗行

竹编鼎盛时期的情景。

竹编是指竹丝篾

片的挑压交织，一般称

被挑压的篾为“经”，而

编织的篾为“纬”，由经

与纬的挑压可以编织

出千变万化的图案，从

而制作出千姿百态的

竹编产品。

“罗行竹编有三

百多年历史，村民都

是世代相传的竹器

工业者，因为靠近水

运输方便。”罗行社

区坚持做竹器的传

承人之一甘惠玲介

绍，她从12岁跟着传

统竹编师傅学艺至

今，已经在竹编手艺

上浸润了59载光阴，

也把对竹编的热爱编

织进了岁月里。

/

历
史
悠
久

/

实现可持续发展
竹编工艺看似简

单，却是极其繁琐，一

般包括选竹、裁钜、去

节、开竹、削蔑、削更、

削叉衣、储底、编织、收

口等步骤。

20世纪80年代，

塑料制品的兴起逐渐

取代了竹编制品。甘

惠玲却从未有过放弃

的想法，反而不断磨炼

技艺，思考如何将竹器

融入现代生活当中，编

织出各种精美且实用

的器具。2014 年和

2015年，甘惠玲相继获

得南海区和佛山市非

遗传承人的称号。

“把竹编变成精致

的手工艺品，定会受到

不少年轻人青睐。”甘

惠玲成为传承人后，不

断尝试将竹箩、竹筐等

逐渐“微型化”，制作成

既具美观性又具实用

性的手工艺品。她的

作品中最小的尺寸仅

有手指头一般大小。

类似甘惠玲这样

的匠心传承人，还有南

海区罗行竹编非遗传

承人钟国苏、高瑞心

等，他们通过双手将老

技术焕发新活力，把原

本传统的竹编器具改

造成为精美的文创产

品，让竹编文化与新时

代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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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竹编知晓度
为传承竹编文化，

近年来，丹灶镇将传统

文化融入生态造景，对

罗行圩进行了一系列以

竹编文化为主题的环境

改造提升，并连续举办

了4届罗行竹编文化

节、10届罗行竹编大赛

以及竹编进校园等系列

活动。

如今，在罗行圩入

口处可见，一个由村民

亲手编织、高4.3米、宽

3.5米的“世界上最大

的竹箩”赫然伫立。其

上面刻着“谷满罗行，

幸福丹灶”，反映出村

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和对竹编文化不断传

承的希冀。

罗行社区还以竹

器为媒介，建有村史

馆、竹编传承基地、竹

编文化展馆，让市民切

身体验南海竹编的技

艺，进一步提升公众对

竹藤价值和文化魅力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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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蓝景熙通讯员丹宣

■“党员四

小园”点缀

了社区环

境。
■闲置地变

身街心公园。

■ 墙绘提升了村居颜值。

■罗行圩的大竹箩非常醒目，摸上去更是平滑紧密。

■竹编与潮流元素结合，让产品更可爱。

■罗行竹编传承人致力把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竹编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