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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多彩村居

体验香云纱织造，了解汉字变化历程，欣赏南海

好功夫……8月15日，西樵镇创思驿站组织20多个

产业工人亲子家庭开展“一站式”非遗文化体验活

动,感受非遗文化魅力。活动由西樵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西樵镇宣传文体旅游办、西樵创思驿站联合

举办。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练

梦婕通讯员/冯佩兴摄影报道）

“挽起小裤角，光着小脚丫，拿

起小禾苗，弯着小蛮腰……”一

首朗朗上口的诗歌展现了小朋

友在参与劳作时的状态。8月

13日下午，儒溪村组织“学党

史 忆初心”插秧课堂体验活动，

活动招募了10余组亲子家庭，

并邀请了数名老党员前往指导，

共同体验插秧的艰辛和乐趣。

活动现场，身穿红色背心

的党员志愿者们带领亲子家庭

来到一片灌溉好的水田前。在

志愿者的指导下，家长和小朋

友纷纷卷起裤腿、光着脚板走

进水田里，有条不紊地分苗、插

秧，体验农事带来的快乐。

“左手拿秧苗，右手从左手

秧苗中分三四根出来，运用手

指的力量将秧苗插进泥土中，

切记每个秧苗之间的距离大概

是两个掌心……”老党员陈志

根向亲子们分享“下田”经验。

“今天体验插秧活动，感受

到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后一定

不会浪费粮食，会把碗里的米

饭全部吃干净。”参与劳作的小

朋友陈芷柔说。

此次活动的地点儒溪村蝶

美公园是乡村振兴一个建设项

目，是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

文化公园。活动旨在通过暑期

开展亲子体验生活，让孩子们

深入体验劳动人民的艰辛，在

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收获成长和

快乐。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练梦

婕通讯员/陈炯文）8月17日晚，西

樵镇显岗社区开展“党建引领新活

力 和谐显岗惠民生”2021年度社

区奖学金颁发晚会，现场共为129

名学生颁发了奖学金。

当晚，显岗社区居委会大院热

闹非凡，大、小朋友通过歌舞、朗

诵、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为社区

注入新活力。晚会表演的节目大

多为社区内机构或居民自编自导自

演的。其中，显岗舞蹈队表演的舞

蹈《点赞新时代》充满活力，将现场

气氛拉至高潮。在有奖问答环节，

社区居民在主持人的带动下纷纷举

手作答、主动参与到党史学习中。

当晚共为129名学生颁发了

奖学金。今年考上广东工业大学

的学生林蕴莹是其中一员，她表

示：“感谢社区、学校、家长对我的

栽培，未来我会继续努力，通过社

会实践、义教等方式为社区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是我们再创辉煌的起

点，显岗社区奖学奖教活动举办了

20多年，这就是一种传承和发展，一

代代显岗人秉持着良好的传统，刻苦

努力学习，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

好。”西樵镇党委副书记伍新宇说。

为展示显岗新变化，社区还进

行了宣传片的首发展示。影片结

合实例向群众展现了近年来为建

设更美、更和谐社区，显岗作出的

不懈努力。“社区注重从多方面文

化活动凝聚民心，把青少年、企业

家、有识之士、干部、退休工人等各

方面力量团结起来，让他们作为乡

村振兴的主力军，一同参与基层治

理。未来几年，显岗社区将继续以

党建为引领，结合城市更新，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从人居环境出发，

缔造乡风文明的和谐显岗。”显岗

社区党委书记苏桂贤说。

据悉，显岗社区坚持推进党建

工作，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提升社群服务；在开展乡

村振兴、营造社区文化方面，以社

区的特质和乡风为基础，打造党群

“ 共建、共治、共享”的特色治理格

局。接下来，社区将广泛听取民

意，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

目标，以党群合力的形式，打造“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和谐社区。

玩转西樵非遗 感受文化魅力
20多个产业工人亲子家庭参加非遗文化体验活动

儒溪村开设“学党史忆初心”插秧体验课堂

光着小脚丫 下田来插秧
显岗社区举办2021年度奖学金颁发晚会

129名学生
获颁奖学金

武术、醒狮、龙舟，是岭南独

具特色的非遗文化。亲子们第

三站来到具有“黑科技”及“高

颜值”的岭南功夫文化体验

馆。

岭南功夫文化体验馆包含

“山水对话”“南武堂”“功夫剧

场”“龙狮会”“功夫文创商店”五

大空间。在“山水对话”LED数

字艺术互动墙前，不仅欣赏到南

海山水、醒狮、武术等特色文化，

还通过体感装置实现观众与墙

面的对话。小朋友们兴奋地在

互动墙前摆出各种武术动作，看

见自己与画面内的功夫大师融

为一体，高兴地笑起来。

走进南武堂，亲子家庭们详

细了解到岭南武术的前世今生，

以及黄飞鸿、叶问、李小龙、张炎

为代表的武林宗师的璀璨人

生。最让小朋友们兴奋的要数

视觉震撼、内容丰富的功夫剧

院，影片从史前西樵延宕至当代

佛山，按照“源”（历史）、“盛”（宗

师）、“流”（影响）三大结构，展示

南派武术发展历程。小朋友们

随着剧情变化，不时发出感叹，

领悟到中国的功夫精神，更能体

会国人自强不息、共御外敌的团

结精神。

“创思驿站的活动很有趣。

这次近距离探秘西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让孩子们认识和了解

西樵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增长

见闻，同时增进亲子感情。”来自

佛山市南海区显威五金塑料有

限公司的产业工人魏玉云已在

西樵定居多年，是西樵镇创思驿

站的忠实粉丝，这次带上两个女

儿一起来参与活动。11岁的女

儿梁锦欣笑着说：“暑假和妈妈

出来玩，很开心。最喜欢香云纱

织造体验以及岭南武术文化，各

种体验游戏帮助我更深入了解

非遗文化，收获满满。”

“在原始部落，人类开

始用绘画、雕刻等形式记载

他们的生活，这也是汉字最

初的起源……”小朋友们跟

随讲解员的脚步，一边观看

动物骨骸、石头、竹简、纸帛

上的各种文字，一边认真地

倾听中国文字发展史，用心

感受中国汉字独特的魅力。

坐落于西樵山的汉字微

展馆，是此次非遗文化体验

活动的第二站。该展馆是在

原字祖庙基础上打造的非遗

文化体验馆，展馆主要展示

中华文字发展的历史及文字

演变过程、纸张的发明历史、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历史。

汉字微展馆还设有汉字

文化互动游戏体验区和非

遗文化体验区，诸如由木块

雕刻成的“百家姓”、由部首

与文字组成的汉字圆圈墙、

各时期文字变化的旋转式

字串……小朋友们开心地

在游戏中解锁文字的奇妙，

有的不时用手推动汉字墙，

有的从百家姓墙面里取出

自己的姓氏，有的则跟身边

的小伙伴们讲述着自己姓

氏的由来。

你知道被纺织界誉为

“软黄金”的是什么吗？它就

是香云纱，因穿着后涂层会慢

慢脱落露出褐黄色的底色，故

有“软黄金”美誉。本次非遗

文化体验活动第一站便是香

云纱博物馆。亲子家庭在香

云纱第三代传承人张绍景的

带领下，通过了解香云纱历史

及织造、晾晒等工艺，一步步

揭开香云纱的神秘面纱。

“形似芋头,外表呈紫黑

色，这便是薯莨。”在香云纱

基地，张绍景拿起薯莨，向亲

子们介绍，薯莨是制作香云

纱必不可少的原料，将它粉

碎榨取、过滤后得到的汁液

就是制作香云纱的“染料”。

最让小朋友兴奋的是体

验制作香云纱。据介绍，香云

纱织造技艺流程分为解经、拔

经、浆经、游经、打纬、织造六

大工序，小朋友可体验解经、

拔经、织造三个工序。其中

最考验小朋友耐力的是织造

工序，“双脚踩在下面的踏板

上，一手将纬线圈穿过经线

里，另外一只手把布柱拉下

来……”张绍景手把手指导，

一开始小朋友没有把握到手

脚协调的技巧，显得有点手

忙脚乱。“看着容易，做着艰

难。”即将升上三年级的小朋

友薛书豪，是广东昱升个人

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产业

工人张玲的儿子。他笑说，

没有一点力气真的很难做出

来，非常佩服工人能做出这么

好看的香云纱。

体验制作香云纱

解码汉字发展史

感受南海好功夫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

见习记者练梦婕

通讯员黄健景

■小朋友体验插秧的艰辛和乐趣。

■小朋友查看“百家姓”。

■香云纱第三代传承人张绍景指导小朋友体验织造工序。

■亲子家庭了解香云纱染料原材料。

■亲子们沉浸在功夫剧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