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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南社区美丽乡村摄影大

赛启动

千元奖金
等你来拿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通讯

员/冼发胜 张嘉宜）日前，由西樵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指导，崇南社区

主办的“乡村美景·绽放芳华——崇

南社区美丽乡村摄影大赛”正式启

动，获奖者最高可获千元奖金。

“希望通过活动，更好地记录崇

南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的面貌，营造良

好的沟通、交流气氛，让广大居民及

摄影爱好者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家

乡。”崇南社区党委委员何冠廷表示。

本次活动对象为摄影爱好者及

广大市民，作品范围为西樵镇崇南

社区商场商圈、生活社区等景观、人

文、生活照片。奖金设置为：金奖1

名，1000元/人；银奖2名，800元/

人；铜奖3名，500元/人；优秀奖：50

名，200元/人。

相关链接

●参赛方式
填写个人信息（作品名称+作

者姓名+联系电话+拍摄时间、地

点）至指定邮箱。投稿数量每人不

能多于5件(每幅/组作品为一件)；

组照作品要求拼合成单张形式上

传。参赛作品必须提供大小不得小

于5M的JPG格式电子文件，长边不

得小于1920像素。

●参赛对象
社会公众、摄影爱好者，不受年

龄、行业、地区限制，不限器材。

●投稿时间
作品征集：3月9日~3月23日

专家评审：3月25日

颁奖及摄影展：3月30日

●投稿方式
投 稿 至 3032837372@qq.com。

（邮件标题注明“崇南社区美丽乡

村”摄影大赛+作者姓名”字样，图

片文件的命名规则：作者姓名+作品

名称+拍摄时间地点+手机号。）

海舟村开展亲子共读活动

共读一本书
增亲子关系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

讯员/吴莹）近日，海舟村启动“聆

听书声·滋养心灵”亲子共读活动，

吸引25个亲子家庭参与。活动还

建立微信群开展读书会打卡行动，

引导亲子家庭养成良好的读书习

惯，形成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

活动中，海舟村互助社社工吴

莹引导家长指导孩子阅读书中的

故事，并鼓励亲子共读后上台作阅

读分享。随后，大家纷纷举手上台

展示阅读内容，有的用二人转的方

式进行展示，有的上台一展背诵古

诗的风采，现场阅读氛围浓厚。

为更好地培养孩子良好的阅

读习惯，海舟村互助社还建立“聆

听书声·滋养心灵”读书会打卡行

动微信群。读书会打卡共分3期，

每期2周，亲子家庭每天抽15分钟

共读一本书，并在打卡行动登记本

上记录阅读心语。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孩子们

感受和认识到阅读的乐趣与好

处。”参与活动的家长梁少霞说，以

后还会坚持和孩子共读与分享，完

成读书会打卡行动。

当天下午，25个亲子家庭还

游览紫南村，参观紫南三馆，了解

紫南村蝶变历程和乡村振兴优秀

成果。

海舟村两委干部梁燕贞表示，

亲子共读是很有意义的家庭教育，

接下来，海舟村将通过更多喜闻乐

见的方式引导亲子共读，营造良好

的家庭阅读氛围。

这是南宋开村的“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依岗列建，百巷朝塘，古建清

幽素雅，池塘波光涟漪，其文风鼎盛、

人才辈出，被称为“翰林村”。

这里流传着一个不平凡的故事：革

命时期，“岭南女杰”区梦觉冲破封建桎

梏，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近日，记者来到区梦觉的出生地

——西樵镇上金瓯社区松塘村，寻访

区梦觉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红色

印记。

革命没有消极牺牲
只有积极奋斗

烟雨三月，松塘村古朴而静谧。

在南海区档案馆馆长、区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张颖雯的引领下，记

者沿着长满青苔的石阶拾级而上，

在狭长的小巷尽头，一栋古瓦青砖

小院呈现眼前。院门对联“岁月峥

嵘担国事，情怀久远润家邦”温婉雅

致、柔中带刚，形象刻画了故居主人

公区梦觉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无

私情怀。

“1906年区梦觉出生在这里，

幼时她便跟随母亲到广州与父亲一

起生活。”同是西樵人的张颖雯，娓

娓讲述起区梦觉的事迹。

1921年，区梦觉考入广州坤维

女子中学读书，她的老师谭天度是

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在谭天度的耳

濡目染下，区梦觉阅读《新青年》《向

导》等进步刊物，与同学陈铁军等组

织“时事研究社”，积极宣传新思想、

新文化，并和进步同学一起反对妇

女缠足和包办婚姻。后来，她还成

为陈铁军的入党介绍人。

“在很多人看来，19岁还是一

个懵懂的年纪，但在大革命时期，区

梦觉已经立下壮志，要为革命奋斗

牺牲。”在张颖雯的介绍中，区梦觉

冲破封建枷锁投身革命的故事再现

眼前。

1925年6月，年仅19岁的区梦

觉目睹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怀着无限的悲愤，踏着沙基死难烈

士的血痕，区梦觉乘一叶扁舟，纵身

跳下白鹅潭以死抗争。得救后，区

梦觉意志更加坚定：“革命没有消极

的牺牲，只有积极的奋斗！”。她愤

怒地写道：“‘五卅’怒潮激动了我热

血，‘六二三’屠杀鼓起了我的精神，

我要为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奋斗而

牺牲……”

很快，区梦觉便将这一志向付

诸行动。1926年1月，区梦觉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受组织派遣，区梦觉先后

到广东省救济会、广东省妇女解放

协会工作，在省妇女解放协会代表

大会上先后当选为第三、四届协会

主任，在任期间，她写成《妇女解放

必经的途径》一文发表于《广东青

年》，引起强烈反响。在邓颖超和蔡

畅的领导下，区梦觉发动广大妇女

支援省港工人罢工和北伐战争，使

广东妇女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

妇女运动的一面旗帜。

1927年12月，区梦觉参加了

广州起义……

在区梦觉故居，青砖黛瓦如

旧。穿过硝烟，她的浩气长存于故

乡热土。在松塘村，白叟黄童都以

区梦觉为荣。

■区梦觉1955年的工作照。 （资料图片）

■■区梦觉生平事迹展陈馆区梦觉生平事迹展陈馆。。

“岭南女杰”区梦觉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哪怕直面囚笼沸鼎
也要忠于组织

为纪念区梦觉，

西樵镇党委和上金瓯

社区从2018年便着手

修建其生平事迹展陈

馆。记者从故居来到

了事迹展陈馆，只见一

栋两层的仿古青砖建

筑掩映在郁郁葱葱的

参天大树下。

门口处，区梦觉

铜像静静伫立，目光如

炬，看向远方。展陈馆

内，区梦觉生前工作的

办公桌椅，出席党的五

大、八大时的代表证，

还有一张张弥足珍贵

的照片……透过这些

陈列物品，记者仿佛走

进了波澜壮阔的革命

年代。

“在国民党广东

省公安局南石头惩戒

场旧址，区梦觉度过了

艰苦的5年牢狱生涯，

但她始终坚贞不屈，真

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的

崇高信仰。”张颖雯向

记者介绍道。

1932年4月，在港

区工厂和学校内，区梦

觉散发“动员起来抗日”

的传单，6月7日，因叛

徒告密，被“莫须有”罪

名逮捕入狱。狱中，区

梦觉被严刑拷打了三天

三夜，但她坚守共产党

员的忠诚，始终没有暴

露身份。迫于无奈，当

局只好将她驱逐出境。

然而，“逃出了狼

窝又进了虎口。”当区

梦觉乘船抵达上海后，

紧跟其后的特务立即

将她逮捕，随后押解回

广州。在狱中，敌人对

她刑讯逼供。有一次，

监狱长以“断头饭”相

威胁，她饱餐一顿后，

哈哈大笑，径自返回牢

中。她还同狱中的共

产党员团结起来，与敌

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

争。“哪怕是直面囚笼

沸鼎，宁愿舍弃生命也

要忠于组织！”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

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

国人民奋起全面抗

战。同年8月，区梦觉

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已经坐了5年牢的区

梦觉出狱后，第一时间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

粤港澳三地从事党的

统战工作。

1939年，作为中

共“七大”代表，区梦觉

几度乔装打扮，冲破敌

人层层“封锁线”，于

1940年 12月到达延

安。期间，区梦觉在延

安任中共中央妇委委

员，参加大生产运动和

整风运动，并发动各界

妇女，参加边区人民掀

起的反对国民党顽固

派制造的第三次反共

高潮。

1948年，区梦觉出

席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

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

4月，在第一次全国妇女

代表大会上，区梦觉被

选为第一届全国妇联常

委兼秘书长。

手中权力是人民给的
不搞半点特殊

历 经 风 雨 砥 砺 ，

1949年10月1日，新中

国成立。区梦觉随全国

政协代表一行登上北京

天安门，那一刻，她心情

澎湃，满脸笑容。

不久后，区梦觉回

到广东工作，曾任中共

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组

织部部长，省政协主席，

省委常务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等领导职

务，出席了党的八大并

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

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共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她还兼任过省委党史研

究委员会主任，对党史

事业发展有很大贡献。

区梦觉的一生，担任

过很多重要领导职务，但

她始终坚持一个共产党员

的本质，高风亮节，廉洁自

律，从不利用手中的职权

搞半点“特殊”。一次，区

梦觉的亲戚要求她“走后

门”给安排工作，却被她一

口回绝，她说：“我手中的

权力是人民给的，我要为

人民负责。你的工作人事

部门自然会根据你的工作

能力，妥善安排的。”

1983年离休后，区

梦觉仍经常开展调查研

究工作，为深化改革开放

不遗余力。晚年的区梦

觉，曾多次回松塘村探

望，并在区氏宗祠与乡亲

们叙往事、拉家常。其

时，改革开放之初的松塘

村，还是一片相对落后贫

穷的土地，区梦觉便大力

鼓励港澳同胞和海内外

乡亲回乡投资。时至今

天，松塘村的父老乡亲提

起区梦觉，仍亲切地称她

为“区大姐”。

1992年 3月，区梦

觉因病在广州逝世，享

年86岁。

“革命没有消极牺

牲，只有积极奋斗！”对青

年时许下的铮铮誓言，区

梦觉用自己的一生做了

最好的回答；而她的革命

精神也代代相传，激励着

家乡后人开拓创新。

时光荏苒，松塘村

这片红色热土早已面貌

一新。通过古村活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松

塘村已摇身一变，成为

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而区梦觉故居

作为第二批佛山市党员

教育基地，每年吸引上

万人前来瞻仰参观。同

时，随着翰林文化节、中

秋夜烧番塔、正月初四

“出色”巡游等民俗活动

的兴办，松塘村的游客

正逐年增长。

记者留意到，在区

梦觉生平事迹展陈馆周

边，一个个农家乐冒出

来了。“乡村美了，人气

旺了，家门口也红火

了！这是我开的农庄，

旺季时候吃饭要提前好

几天预约。”村民区姨一

边忙着做农家菜，一边

乐呵呵地说。

斗转星移。革命时

期，像区梦觉一样，许许

多多共产党人为了所热

爱的山河，奉献热血和

生命，成为丰碑。如今，

在同一片土地上，共产

党人带领人民谋幸福初

心未改，老百姓在党的

带领下越来越幸福、越

来越自豪。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图/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黄永程 (署名除外)

■■学生参观区梦觉故居学生参观区梦觉故居，，缅怀革命先辈区梦觉缅怀革命先辈区梦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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