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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民生

多彩社区

龙船成“婚车”水上接新娘

文/ 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杜建新孔德志

“龙船把龙腰抱一抱，娶翻个贤良好‘新抱’，孝顺公婆
好养老……”近日，在风景宜人的叠滘江头村，大妗姐和村
民的祝福语句响彻河涌，一对新人在叠滘龙船的见证下共
谐连理。据悉，这也是叠滘首个以龙船迎亲这种形式开展
的婚礼，是叠滘文化创新的体现。

/ 从小热爱龙船 / 萌生特别迎亲方式

据悉，这对新人都住在江

头村，一个住在村头，一个住在

村尾，二人从小在父辈的耳濡

目染下，对叠滘龙船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循着婚礼的余热，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江头村，找

到了这对新人。“实在是太特

别，太难忘了。”新娘江婉莹对

于自己的婚礼，给出了这样的

评价，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当问及为何想到以这种形

式娶亲时，新郎肖秉樟说，“自

己从小就很喜欢龙船，由于职业

原因很多时候都无法参加比赛，

常常感到很遗憾，有一天家人突

然提出是否接受用龙船接亲，我

一听就觉得很激动，但是感觉这

个涉及面太广，又担心操作起来

会很困难，于是就征求双方家人

的意见，想不到大家一拍即合，

于是就开始筹划。”

用龙船接亲，此前大家都

没有试过，也没有经验，于是这

两个新人以及背后的家人便开

始商量策划每一个细节，包括

龙船使用新龙还是老龙、多少

个兄弟上船这些。“考虑到传统

文化应该用老龙，于是把龙船

拿出来后马上放到水里浸泡了

两天，临近婚礼的前两天就开

始洗龙船，很多村民不约而同

前来帮忙，感到非常开心。”肖

秉樟说，通过一场婚礼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特有魅力以及村

民之间的人心凝聚力，内心的

满足与自豪感油然而生。

当天下午1点半，迎亲的

龙船队便出发了，龙船从村头

到村尾发出的锣鼓声、欢呼声，

吸引了很多村民和游客观看、

拍照。“实在是太热闹了，场面

不亚于以往的端午龙船比赛。”

村民芬姐说，大家都围绕着河

涌看热闹，为新人送上祝福。

/ 延续水乡情怀 / 研发“带得走的叠滘文化”
据《叠滘乡志》记载，叠滘龙

船比赛，观众甚多，而俊男美女也

都在岸上观赛，有的甚至因龙船结

缘，也因此有了“叠滘龙船真阵势，

老公扒俾老婆睇”这句俚语。如

今，这对新人用叠滘龙船取代传统

的迎亲车队，开创了叠滘龙船迎亲

之先河，也为叠滘龙船漂移的精彩

之外，注入了独特的人文气息和乡

土情怀。

“这样的婚礼非常有意义，

是叠滘首个以龙船迎亲这种形

式开展的婚礼，加深了村民对历

史文化的认可和认同。”叠滘龙

船文化保育者何兆彬说，上世纪

80年代起，江头村开创了叠滘

历史文化先河，以五讲四美的形

式形成江头毓秀文化，使之成为

了南海的新八景。新时代首创

叠滘龙船迎亲婚礼仪式，这种敢

为人先的精神值得叠滘水乡人

学习，同时也开创了叠滘文化创

新的历史时刻。

说完一番话后，何兆彬不忘

补充：“我也非常羡慕这种婚礼，这

是婚礼文化与龙船文化的相结合，

希望未来自己也可以实现。”

作为一名本地文化保育者，

何兆彬如今致力于文化传承与创

新方面，并与多名文化爱好者设立

了廿四坊龙船漂移文创社，研究开

发国潮与叠滘文化产品，“带得走

的叠滘文化”这种发展理念成为了

他和团队发力的方向。今年9月，

叠水小镇规划方案落地，叠滘社区

将建设独具特色的岭南水乡风景

区，而此次举办的龙船婚礼和何兆

彬的文化保育工作，将会为叠水小

镇的建设带来更多文化创新和发

展灵感。

长者有“新家”
提升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让社区居民幸福是社区治理的目
标之一。那如何才能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记者认为，居民既
成为社区治理“主人翁”，同时又能参与多彩多样的社区活动，正
是幸福感的其中一种体现。近日，桂城各社区继续开展多彩社
区活动，充实居民生活，团结左邻右里，共创“熟人社区”。

一直以来，位于同德社

区的水韵尚都小区业主们都

希望小区可以多举办喜闻乐

见的活动，丰富业余生活，让

邻里间更熟络。为此，在党建

引领和“关爱桂城”建设督导

委员会指导下，同德社区党

委、同德社区创熟工作小组协

同同德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以

“创熟”为抓手，响应社区居民

“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大

家的事情大家办”的自治理

念，培育居民骨干。

同德社区水韵尚都活动

策划小组就是社区团队近日

新培育的自治组织。同德社

区社会服务项目社工表示，

该组织培育经历了让居民

“走出来”、让骨干“熟起来”、

让大家“说出来”等一系列过

程，目前已挖掘出 8名小区

居民骨干，其中有美食爱好

者，有全职妈妈，还有销售推

广精英等，他们都愿意为小

区活动出谋划策。

而为了让策划小组更有

凝聚力和策划力，社工则定期

组织其开展兴趣课程和参与

沟通会议，让骨干们增加互动

交流，逐步参与到小区事务当

中。接下来，该小组也将在社

区的指导下，与物业协同举办

各类丰富的活动，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氛围。

同德社区

成立策划小组举办丰富活动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敬

老尊贤我先行，叠南文化共传

承”——公益墟日社区行之叠

南社区站活动举行，吸引叠南

社区过百名居民参与。

当天设置了10个“公益

有体验”体验活动，有传统文

化十番体验、敬老尊贤宣传，

还有垃圾分类、学法守法、防

疫健康等公益主题体验。

其中，在敬老尊贤宣传体

验摊位面前，小朋友们纷纷动

起手来，一边和爸爸妈妈一起

DIY爱心小盆栽，送给家里长

辈；另一边则在背景板上留下

一句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

康”“祝爷爷奶奶平安喜乐”等

对长辈们的祝福语，让社区长

者感受到晚辈们的深厚爱意。

而在传统文化十番体验

摊位，社工通过十番历史回

顾、十番乐器展示、十番表演

图片展、趣味游戏等方式，让

社区居民感受十番传统文化

的韵味，加强他们对十番传统

文化的认识，更提高他们传承

传统文化的意识，感受叠南社

区独特的文化韵味。

参与公益墟日体验十番文化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李冬冬 通讯员李少雅 梁颖思 何俏君 郭俊柔

叠南社区

“太棒了，我们以后可以

常来幸福院聊天唱曲、运动健

身了！”江滨社区长者李伯开

心地说。近日，建筑面积

600平方米的江滨社区幸福

院正式揭牌开放，院内共 4
层，设有茶艺室、曲艺室、书画

室等12个功能场室，充分满

足长者“身、心、社、灵”等方面

的综合需求，提升长者的晚年

生活质量。

江滨社区是典型的城市

老旧社区，60岁以上长者超户

籍人口的40%以上。因此，社

区长者的幸福晚年生活是社

区党委一直关心的大事。为

给社区长者建立起五星级的

长者家园，江滨社区党委在街

道公共服务办公室指导下，筹

建了江滨社区幸福院。幸福

院主要通过创新“医养结合”

的发展模式，为江滨社区60
岁及以上长者提供专业化、个

性化、多元化、一站式的康乐

活动及医疗保健、康复训练、

心理疏导等服务。同时，幸福

院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和社会

力量的支持，构建一个全方

位、多层次、一体化的智慧养老

服务体系，丰富社区长者的退

休生活。

江滨社区党委书记梁雪

卿表示，社区幸福院的设立，

充分体现社区党委对社区长

者的关爱。未来，社区将把幸

福院这项便民、惠民的好事进

一步办实、办好，在社区营造

一个更好的为老服务氛围。

江滨社区

长者多了“新家”生活质量更好

为更好地传播亲子教育

的方法和经验，解决家长在教

育中存在的困惑，提高亲子间

沟通效率，近日，在“关爱桂

城”建设督导委员会的指导

下，桂二社区驻点乐活社工开

展“如何说，孩子才会听”子女

教育支援服务活动，特邀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广州高校心

理学讲师何采霏前来授课，吸

引社区40余名家长参加。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

心？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

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

力？……何采霏从五个方面

展开授课，结合实际案例，分

享了一些沟通误区与正确做

法，引导家长学会审视自己的

教育行为，更新教育观念，改

变教育态度和教育方法，以积

极的态度对待孩子，塑造孩子

健全的人格。

通过本次家庭教育课

堂，家长们意识到自身在亲子

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

习到了更多亲子沟通的技巧

和方法，增强了处理亲子矛盾

的能力，纷纷表示今后要不断

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孩子

共同成长。

桂二社区

学习亲子沟通和孩子同成长

■同德社区水韵尚都活动策划小组成立。 （通讯员供图）

■江滨社区幸福院落成使用。 （通讯员供图）

■叠南社区市民DIY爱心小盆栽。 （通讯员供图）

■桂二社区开展子女教育支援服务活动。 （通讯员供图）

■叠滘龙船成“婚车”。 （通讯员供图） ■叠滘龙船接亲现场。 （通讯员供图）

叠滘新人用龙船接亲，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