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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田”这个名字是李

泓业的父亲李德锵所取。

作为土生土长的岗联村人，

李德锵对这片土地有很深

的乡土情怀。李泓业常听

父亲回忆说，如今源田研发

中心的所在地以前是一所

小学，那里有一股泉水，一

年四季源源不断流出，学校

和附近的村民都取此泉水

饮用。饮水不忘思源是源

田公司懂得感恩的企业文

化，这就是“源”字的来历。

而“田”字则取自李德

锵生活的村庄——岗联田

边村，因为热爱故土，公司

也建立在这片土地上，取

“田”字便凑成了“源田”。

1998 年，岗联田边村

只是里水一个落后的小村

落。李德锵决定在这打造

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式工业

园区——源田工业园。他

带领工人买树苗、挖坑、种

树、栽花，连工业园旁连通

布新和岗联的乡间道路也

是他出资实现硬底化，方便

村民出入。

在父亲和家庭的影响

下，无论是管理企业和员

工，还是对社会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李泓业都不遗余

力。早在2003年，源田公

司成立党支部，先后聘请了

两位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

退休老同志担任公司党建

指导员，同时还开展结对共

建活动，实现了资源共享、

服务群众。

每年，李泓业都会跟着

作为党员的父亲李德锵到

所在村慰问老人和老党员，

组织参加源田红色之旅。

耳濡目染之下，李泓业脑海

中树立了一个党员的高大

形象，知道要尊老爱幼，要

有责任感，要为人民服务。

在李泓业的主导下，

源田公司成立志愿服务

队，本着“厚德载物”的精

神，以“学雷锋精神、树文

明风尚，共建美好家园”为

服务宗旨，把爱心奉献给

社会和需要帮助的人。如

今队伍不断扩大，每月还

开展主题活动，为周边村

民提供帮助。

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或镇内举行大型活动需要

提供志愿服务之时，李泓业

都会和公司志愿者们挺进

一线开展志愿服务。他认

为，源田公司能有今天的发

展成就，离不开家乡热土，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

仰仗周边环境的共同进步，

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又是

一家现代企业的基本特

质。因此，他和父亲所代表

的源田公司多年来在家乡

的道路建设、环境设施建设

以及慈善事业、捐资助学等

方面，已累计捐款和物资超

过百万元。

牵头建博物馆 弘扬睡眠文化
里水新乡贤李泓业建设睡眠文化博物馆，为企业品牌注入文化价值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通讯员朱嘉泳

拔步床、大灯罩、虚幻

迷宫……走进位于里水镇

岗联源田工业园的梦所睡

眠文化博物馆，你不仅会

被各式各样精美的床具展

品吸引，也会为极具创意

的梦境、不同睡姿等展现

场景所折服。

这是一所集古今中外

睡眠文化综合展览、健康

睡眠知识普及、睡眠产品

现场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博物馆，由佛山市源田

床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源田公司）总经理李

泓业倾力打造。2017年，

他从父辈手中接过企业管

理接力棒，凭借自己广告

专业的优势，替父亲完成

了建设睡眠文化博物馆、

展示企业文化的心愿。

新时代需要新乡贤，

基层治理呼唤新乡贤。该

博物馆成为李泓业向外展

示睡眠文化，回馈家乡父

老，推动乡村振兴的一大

“法宝”。在他眼中，乡贤

应具有三重身份：一是带

领者，带领群众走向更精

准、更好的发展方向。二

是顾问，当群众遇到不了

解的事情时，乡贤应为大

家答疑解惑；三是分享者，

乡贤应将自己所知所想所

有与群众分享，共同促进

村（社区）发展。

成立于1982年的源田公司是

南海民营企业的优秀代表，40年来

一直专注于床垫机械、弹簧床垫的

制造，曾获南海区制造业首批“全国

隐形冠军”称号。互联网时代的瞬

息万变，使得这个传统企业也要迎

合时代发展，开始谋求新的发展增

长极。

为破解困局，作为企业接班人，

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泓业想到了建

设睡眠文化博物馆，“我父亲希望我

这一代人能继续创新，去传承‘源

田’这个品牌，用一种更新的形式展

现出来，所以我就策划了这个睡眠

文化博物馆。”

李泓业说，在父亲经营的年代

流行“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

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的说法。作

为多项床具机械国家标准制定者的

源田公司，早已跻身一流企业的行

列，想要进一步创新，就必须为企业

注入更多文化内涵，用文化带动企

业提升。

“当时很多人跟我说，最好不

要做这个博物馆，资金、时间、精力

都应该花在照顾亲人和企业发展

上。”然而，李泓业一直在坚持，经

过努力，集古今中外睡眠文化展

览、健康睡眠知识普及、健康睡眠

体验、睡眠产品展示、企业发展史

介绍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

梦所睡眠文化博物馆面世，作为省

内首家睡眠文化博物馆，为40年

企业品牌注入文化价值。如今的

睡眠文化博物馆，把公司产品和睡

眠知识完美融合，配合互动和体

验，引导人们关注睡眠文化，提升

品牌影响力。

当前，里水正推行全域旅游，推

动乡村振兴。工业文化作为旅游元

素之一，也有助于推动产业振兴。

李泓业正抢抓乡村振兴机遇，致力

将体验感更强的睡眠文化融入乡村

旅游，让乡村生活成为一种新时尚。

“把睡眠文化博物馆打造成‘产

业+文旅’的结合体，让里水的‘梦’

文化成为文旅的一个亮点。”李泓业

介绍，目前企业已经设计了“梦懒”

IP，升级展馆陈设，强化文化展览功

能，将睡眠文化博物馆打造成里水

乡村旅游的网红景点。

如今，梦所睡眠文化博物馆已

开展“寻梦周末”亲子研学游、DIY

手作沙龙等活动，还开发健康助眠

饮品，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此

外，该博物馆与爱琴珍珠、南海影视

城等单位合作推广，还把源田床垫

等产品引入精品民宿，融入睡眠文

化，与民宿项目实现相互引流，推动

里水乡村旅游发展。

建设博物馆 弘扬睡眠文化

成立志愿服务队 回馈社会和家乡

“每当小朋友们在台上表演

时，都能看到他们的进步。”郑雪娴

说，里水粤曲事业后继有人，她感

到非常欣慰。

“我们自己也觉得粤曲比较

难唱，但之前有个叫周乐儿的小

朋友说喜欢唱粤曲，于是我们就

尝试教她唱。”经过教导，周乐儿在

南海区第一届粤曲花会获得金

奖。这次成功的经历，让郑雪娴

看到了在校园开展粤曲教学的前

景。2012年7月，在南海区文化

馆、里水镇文化发展中心及里水

镇教育发展中心的支持及郑雪娴

的推动下，和顺中心小学“和曦粤

韵”曲艺社挂牌成立。

从最初不足10名学员，发展

到如今40多名，并成为南海粤曲

传习所、佛山市少儿曲艺培训基

地、佛山市非物质遗产粤曲传承

基地，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作

为和顺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郑

雪娴平日里要兼顾备课、上课、修

改作业及粤曲教学等事务，虽然

辛苦，但她总会说，只要孩子们愿

意学、学得好，辛苦都是没有白费

的。

“刚才出场的眼神没抓好。

在舞台上，眼神一定要专注、准确，

才能让人物表现传神。”每到训练

时间，郑雪娴总会亲自示范，将要

诀分解，一个个动作、一个个表情，

给孩子们“抠”戏，为的就是将粤曲

的精髓传授给学生。

郑雪娴深知，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为让学生爱上粤曲，她通

过各种角色的扮相，以及展示刀、

枪、飘带等道具，吸引孩子们的注

意，培养他们对粤曲的兴趣。在

教学中，郑雪娴还会引导学生根

据不同角色的特质进行适当发

挥。

“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要让

每个孩子都有发挥的空间。”郑雪

娴认为，在教学中，不仅要提点学

生，更多的是给予鼓励，让孩子们

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从中收

获自信和快乐，他们才会越学越

有劲，越唱越有“瘾”。

在郑雪娴与“和曦粤韵”曲艺

社教师团队多年的重视、努力与

坚持，以及课程开发、苗子选拔、兴

趣培养、基础夯实、特长发展等工

作的稳步推进下，“和曦粤韵”曲艺

项目作品多次在省、市、区级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并屡次受邀到香

港、广州等地交流演出。

“粤曲的传承需要年轻一代

的参与，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郑

雪娴说，要把这项传统文化传承

下去，一定要“从娃娃抓起”，加强

学生在少年时期的熏陶与培养，

将校园变成粤曲人才的摇篮，让

更多孩子认识、喜爱、品味粤曲。

推动粤曲进校园 用心培育好苗子
里水新乡贤郑雪娴致力传承粤曲文化，为讲好里水故事贡献力量

“粤曲里总有很多值得

回味的经典故事，很让我着

迷。”饱含深意的歌词、优美

的韵律，这些粤曲独特的魅

力，深深吸引了当年还在读

书的郑雪娴。

作为区级粤曲非遗传承

人，郑雪娴将粤曲带进校园，

并悉心指导学生，带领和顺

中心小学“和曦粤韵”曲艺社

的学生斩获省、市、区多个奖

项，培育出一批优秀的粤曲

新苗；积极推进粤曲文化进

村（社区），演唱具有梦里水

乡特色的原创曲艺，为讲好

里水故事贡献力量。

佛山是粤曲的发源地，在

郑雪娴看来，每位佛山人都有

责任与义务将粤曲文化传承下

去。为此，她在推动粤曲文化

传承这件事上不遗余力。

郑雪娴大学毕业后就加

入里水曲艺队（现里水曲艺协

会），努力传承里水粤曲文化。

作为里水曲艺协会副会长，郑

雪娴每周四晚7:30~10:30都

会对协会成员进行指导。如何

提升唱功，如何演得传神……

郑雪娴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

的粤曲技巧传授给协会成员。

为让更多粤曲爱好者得

到学习机会，进一步推广粤曲

这一传统文化，展现里水粤曲

文化发展成果，郑雪娴积极参

与里水文化发展中心和里水曲

艺协会的活动，并担任社区粤

曲课堂及暑期品牌文化活动夏

令营粤曲课堂的导师，对学员

进行唱腔、身段和舞台技巧等

方面的专业培训，将粤曲知识

传授给里水粤曲爱好者。

“驸马爷请！公主请！”为

进一步推广粤曲文化，今年6

月，里水镇文化发展中心推出

2022年里水镇文化志愿曲艺

轻骑兵下基层活动，郑雪娴与

文化志愿轻骑兵们走进里水各

（村）社区，将粤曲精品节目送

到市民家门口。尽管演出设备

仅仅只是移动音箱和麦克风，

但郑雪娴凭借专业的唱腔以及

精湛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掌

声。

在里水镇每年举行的730

“查笃撑”曲艺剧场和“粤韵绕

古祠”展演等曲艺品牌活动中，

街坊们也总能看到郑雪娴的身

影。郑雪娴白天教学，晚上抽

空参演，每次演出几乎座无虚

席，得到街坊们好评。

如今，里水镇粤曲氛围越

来越浓厚。据了解，里水现已

组建三十多支民间团体粤曲私

伙局队伍，形成了“村村有私伙

局，天天都开局”的良好氛围。

作为里水人，郑雪娴认为，

要宣传家乡，必须将家乡的特

色融入艺术作品。为讲好里水

故事，传播本土特色文化，郑雪

娴演唱了《赞石塘》《生态新城》

《水乡情》等具有梦里水乡特色

的本土原创曲艺，还多次代表

里水镇在省、市、区级粤曲大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

“条件允许的话，我会多进

村（社区），为大家带去表演，普

及粤曲知识。”作为里水新乡贤

的一员，郑雪娴说，将继续深耕

粤曲领域，在粤曲教学上不断

努力，吸引更多人投身里水粤

曲事业，营造浓厚的粤曲氛围，

为里水文化发展添砖加瓦。

粤曲表演进村社 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从娃娃抓起 培育粤曲新苗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何海燕通讯员朱嘉泳袁嘉雯

■李泓业

（右四）在

车间接待

来访客户。

■郑雪娴指导学生如何做好动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