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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露：
平时我会到村里探访长者，他们听

不懂普通话，我就学当地人说粤语。但

我的“三脚猫功夫”并不能满足日常交

流，长者们很难听懂我的粤语，这让我

很苦恼。参加这次粤语培训，让我和孩

子发现原来粤语如此有趣，乡村如此美

丽。今后，我还会继续学习粤语，更好

地扎根里水。

里水组织产业工人参加粤语培训活动

讲“盏鬼”粤语
“睇”乡村美景

10月17日，里水大洲村乡创中心

迎来一批“学生”，他们专心致志地听

讲，不时还做起笔记。这是产业工人亲

子家庭在专业讲师的教导下学习粤语。

“我在里水工作很多年了，能大概

听懂当地的粤语，但要说标准就比较困

难了。”许多产业工人纷纷表示，发音是

他们学习粤语的一大“绊脚石”。为此，

讲师向大家讲授了粤语的九声六调、声

母、韵母、入音等知识。现场，产业工人

和小孩拿着纸质教材仔细阅读，互相指

导读音，学习氛围浓厚。

说到粤语，当然少不得“接地气”的

歇后语。讲师通过讲解歇后语“阿茂整

饼——无果样整果样”的故事，让大小

朋友们用歇后语即兴造句，达到学以致

用的效果。“大家好，我来自湖南，好高兴

识到大家。”“哩部电视四四方方，可以用

嚟睇电视剧。”“佢眼大大，啲皮肤白雪

雪。”通过学习粤语形容词、常用句式等，

产业工人纷纷发挥想象力，创意造句，

用粤语介绍自己的姓名、家乡和特产，

描述人的外貌和物品的特征。

粤语是岭南文化、民俗的重要载

体。在里水，更有不少独特的历史文化

值得探索。培训中，大小朋友们通过学

习“里水”一词的粤语读音，了解“里水”

名字的由来，对这个“家”有了更加深入

的认识。主办方还邀请了里水小学郁

水红豆粤剧团成员担任“小老师”，为一

众产业工人和小朋友表演粤剧唱腔和

动作，让大家一睹非遗魅力。

“河岸翠柳，云雾远透，蝶舞花间，

多么美丽……”在音乐老师的领唱下，

产业工人亲子家庭学唱里水原创歌曲

《水乡的歌谣》。悠扬的旋律、优美的词

句，激起了职工覃小妮的学习热情：“通

过粤剧这样生动的教学形式，让我更轻

松地投入到学习粤语中去，也让我爱上

了粤剧。”

主办方借助里水镇丰富的乡村振

兴成果，充分发挥里水乡村自然人文优

势，邀请里水社区大洲经济社社长余松

养，带领产业工人亲子家庭游历乡村，

提升对里水的认识和归属感。

“这是燕子巢吗？”行走在整洁村道

上，小朋友兴奋不已，围着余松养提问

一番。大洲村又名“燕子村”，多年前这

里就吸引了大批燕子筑巢，如今不少民

宅屋檐仍有燕巢。对此，在大洲村居住

多年的余松养深有体会：“燕子乐意在

这里‘安家’，是对我们改善人居环境工

作的最大肯定。”

在里水中心城区，大洲村仍保存着

一方“净土”，坚守着自己的原乡特色。

走在一片占地十亩的碧绿稻田中，产业

工人亲子家庭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稻田对面，以“燕归田园”为主题的精品

菜园同样精彩。笔直的农田栈道，色彩

跳跃的“燕子巢”装饰物伫立在生机农田

中，令人眼前一亮。

近年来，大洲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

态田园优势，吸引了文旅业态的引入。

培训过程中，产业工人还参观了乡创中

心、乡村记忆馆、米盒办公空间、大洲村

粮仓博物馆等特色空间。

大洲村作为里水镇首批 12个乡

村振兴品牌示范村之一，以“原乡里

水 多彩田园”为定位，依托现有农田

斑块和水网格局，通过村落周边的水

系环境梳理和建筑外立面的综合整

治、现有公园绿地的改造提升，结合乡

村振兴返乡热潮，营造就业、创业温

室，打造一个以人文为主旨的里水田

园返乡聚落。

“原来乡村也能这么美，里水人的生

活确实是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职工周丽

表示，在里水打拼的十多年间，她见证了

里水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亲切，环境好”

是她对“第二个家”里水的最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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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景丽：
虽然我是广东人，但我们说的粤

语带有一点土音。在普通话普及的

背景下，小朋友熟练掌握普通话，却不

能熟练运用自己的母语——粤语。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护传承好粤语文

化，主动学习粤语甚至更深一层的粤

文化，不忘自己的“根”。每一期培训，

我们都有不同的收获，很感谢主办方

组织这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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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小妮：
我是湖南人，今年初，我从广西

的公司被调派到里水。在公司上班

时，身边大部分同事都说普通话；看

本地电视新闻时，大家都说粤语，听

不懂的我会立即转台。培训期间，

我发现粤语很难学，起初我甚至不

敢开口讲，但老师的引导、同伴的鼓

励让我逐渐有了学习的信心。第一

次听到小学生唱的粤剧，更让我深

刻感受到粤语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

陈福婷：
我们一家人来自不同省份，孩子

平时在家可以认识到很多地方的文化

习俗。然而，孩子唯独对我们所扎根

的广东知之甚少。游走在大洲村，我

和孩子饱览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聆听

村长对村历史和发展的介绍，我和孩

子对这片栖息的沃土有了更深的了

解。我们还会继续学习粤语，探索里

水乡村。

周丽：
我来里水打拼十多年了，虽然可

以大概听懂粤语，却至今没学会说粤

语。学习粤语，一方面是希望这门语

言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些帮助，另一

方面也是希望更多地了解里水这个

“家”。自从参加了第一期培训，孩子

变得很好学，对粤语充满兴趣，经常在

学校问同桌“这个用粤语怎么说？那

个粤语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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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工人亲

子家庭在专业

讲师的教导下

学习粤语。

▲

里水小学郁水红豆

粤剧团成员指导产业

工人学习粤剧动作。

▲▲小朋友在大洲村小朋友在大洲村

体验田园乐趣体验田园乐趣。。

▲里水社区大洲经济

社社长余松养为产业

工人亲子家庭讲解大

洲村发展历程。

▲

小朋友现场展示小朋友现场展示

学习粤语成果学习粤语成果。。

10月17日至31日，里水镇宣传文体旅游办联合里水镇创思驿

站组织产业工人亲子家庭，举办了三期“粤讲越懂里 悦游越爱里”粤

语培训活动，通过趣味粤语教学和休闲乡村游，让产业工人学会在

实际生活中应用粤语，切身体验里水乡村风土人情，提升在里水生

活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