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婆跑得快，肯定有古怪，

有咩古怪，睇下先知。”在疫苗接

种宣传片中，黄锦沛幽默地说。

宣传片一出街，立马在朋友圈里

火起来，街坊们纷纷点赞他的出

色演技，更鼓动了不少60岁以上

的长者前来接种疫苗。

如何动员更多长者前来接种

疫苗？樵乐社区花尽心思，入户

宣传，公交站设置宣传喇叭，派专

车接送行动不便长者等，后来有

工作人员提出拍摄疫苗接种宣传

片。当工作人员问及黄锦沛是否

愿意出镜拍摄，他马上点头说：

“没问题，需要我怎样配合！”

“道路安全千万条，接种疫

苗第一条，快点来打疫苗啦！”在

拍摄过程中，黄锦沛还自加戏

份，幽默风趣地鼓励老友记前来

接种疫苗。

在每场疫苗接种专场上，总

能看见身穿红色马甲的黄锦沛。

他细心地引导居民接种疫苗。“我

已经接种了第三针疫苗，身体健

康状况跟平时一样，挺好的。”在

现场，他不时向居民说说自身打

疫苗后的感觉，叮嘱他们打疫苗

后多喝水。此外，他还多次上街

落户到居民身边宣传疫苗接种事

宜，共筑社区免疫屏障。

一直以来，黄锦沛积极参与

社区建设，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2020年，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黄锦沛积

极参与社区防控，率先站在抗疫

前线。从防疫第一天开始站岗，

连续奋战70多天，累计服务居民

超过12000人次，用行动践行共

产党员的使命和初心。

2021年6月，南海区发布全

员核酸检测通告。樵乐社区紧急

召集志愿者对核酸检测场地进行

布置。擅长水电维修安装的黄锦

沛，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夜施

工，不辞劳苦，协助社区清理穗丰

市场杂物、进行布线及水电安装，

确保检测现场有序进行。

七旬党员拍宣传片 动员居民接种疫苗
樵乐社区五宝联盟成员黄锦沛积极参与社区志愿工作

“老友记，打疫苗了喂！”西樵镇樵乐社区五

宝联盟成员黄锦沛拿着大喇叭，在樵乐社区幸福

院前大声喊道。近日，樵乐社区疫苗接种宣传片在朋

友圈火了一把。而这位出圈的老友记，就是今年72岁

的黄锦沛，已有19年党龄的他积极参与社区志愿工

作，向社区居民宣传疫苗接种。

他还是街坊心中信任的“村长”。街坊遇上困难

事，总喜欢找他帮忙，他也不遗余力地为居民办好事，

办实事。

多年来，黄锦沛一直坚

持见义勇为，乐善好施。

1980年，他曾在工作单位

救过一名触电人员张

某；也曾在拖拉机与

汽车相撞事故中救

治沙基村村民陆

某；在官山二桥尚

未正式通车时，途

经现场发现两名

摩托车驾驶员发

生车祸，黄锦沛将

其救起并送往西

樵旧医院救治；在

平胜大桥遇上着火

的汽车，他奋不顾身

前往救助……

每逢社区开展便民

服务，他就主动为居民免费

维修家电，帮着街坊解决生

活上的小困难。面对需要

帮助的弱势群体，他总是毫

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尽己所

能，帮助他人。黄锦沛帮助

过很多人，做好事不留名是

他的一贯作风。他说，“为居

民做一点点事情是作为一

名党员该做的事，有能力就

该帮助一下他人，做好事不

必求回报！”

此外，他还挑起水运新

村篮球场公共娱乐设施维

护的担子，定期维护村内

公共娱乐设施，让孩子们

玩得开心又安全。今年1

月，还自掏腰包购买油漆，

对公共娱乐设施进行翻

新。2021年，他加入樵乐

社区五宝联盟，发挥自身

“余热”，围绕社区身边民

生事，为社区治理出谋划

策，解决社区交通出行、邻

里矛盾等难题，共同建设

和谐幸福社区。

黄锦沛还是一名古老

物件收藏爱好者。他向社

区青少年儿童分享珍藏多

年的古老物件，用传统演绎

爱国情怀，用旧物唤醒时代

记忆。通过发挥党员传帮

带的作用，激发青少年儿童

的爱国情怀，助力青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

动员居民接种疫苗
共筑社区免疫屏障

乐善好施不求回报
发挥余热参与社区治理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梁楚红通讯员供图

■■黄锦沛手拿大喇叭黄锦沛手拿大喇叭，，

呼吁街坊接种疫苗呼吁街坊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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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多彩社区多彩社区

深入村居、学校、厂企、养老

机构等重点场所提供新冠疫苗接

种和核酸采样等服务，奔赴辖区

33个村（社区）为老年人体检，开

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面对这

些庞杂而繁重的工作，西樵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的医

务人员始终冲在前线。

近日，在南海区召开的2022

年教育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推进

会上，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公共卫生科（简称“公共卫生科”）

入选南海区卫生健康系统首届

“最具活力医学团队”名单，获“踔

厉奋发医学团队”荣誉称号。

迅速响应
战“疫”使命肩上扛

公共卫生科组建于2017年，

共有成员6名，均为本科学历，其

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2人，

初级职称1人。负责辖区新冠疫

情的应急处理、重点人群核酸采

样、新冠疫苗接种和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等工作，为全镇人民

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自新冠疫情暴发后，作为全

镇抗疫先锋队的一分子，公共卫生

科经常出现在抗疫前沿，无论是村

居、学校、厂企，抑或是隔离酒店，

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不

知多少个深夜，在接到紧急任务通

知后，公共卫生科总是迅速响应，

全军出动，共同抗击疫情。

今年2月8日晚，公共卫生科

突然接到上级通知，需立即派医务

人员分别前往某美食店和村居开

展紧急核酸采样任务。接到任务

后，公共卫生科第一时间做好规划

部署，派出医护人员奔赴现场开展

工作。“作为公共卫生科的一分子，

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公共卫

生科的成员纷纷响应。

“记得那天刚好与家人在吃

晚餐，接到通知后，我马上放下筷

子，立即召集队员进行采样物资

准备和场地布置。”西樵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钟秋

雄回忆道，当天晚上，团队很快集

结完毕赶赴现场，依次完成了人

员采样、环境消杀以及最后的标

本运输工作，在完成两轮核酸采

样后，已是晚上11时。公共卫生

科科员陆海燕则笑着表示：“这只

是众多应急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虽然工作很辛苦，我们还是争取

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到最严谨、最

细致。”

近年来，在公共卫生科的主

导下，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体医务人员主动深入村居、学

校、厂企、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

提供新冠疫苗接种和核酸采样等

服务，共计接种新冠疫苗约35万

剂次，参与核酸采样26万多人

次，为全镇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

积极贡献。

全心全意
做居民健康“守门人”

基本公共卫生是一项以群众

健康为中心的惠民工程，工作的

好与坏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

益。从组织培训、督导、方案制

定、考核，公卫科成员都能相互协

作，制定最优质的方案。

“最初也存在迷茫，只能通过

不停探索、尝试、创新，才能找到

真正适合各个站点的管理形式。”

由于基本公共卫生工作项目多、

工作量大、耗费时间长，为了保障

各个站点的工作能够有序开展，

作为“领头人”，钟秋雄带领全体

队员进行全方位统筹，制定了一

套精细化管理方案。

除参与一线工作外，公卫科

还要做大量的统筹工作。在老年

人体检期间，公卫科的6名成员

需要奔赴辖区33个村（社区），为

各个站点提供技术指导和相关统

筹工作，确保体检工作顺利进

行。此外，为了持续加强对辖区

人群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公

共卫生科还积极统筹组织在各个

学校、村居等场所开展健康宣

讲。问及工作辛不辛苦时，他们

总是笑着表示：“工作是一种快

乐！”

自成立以来，公卫科全体成

员始终保持迎难而上、一丝不苟

的工作态度，扎根在公共卫生事

业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

了显著成绩，自2018年起，公共

卫生科连续三年获得全区基本公

卫考核“桂冠”。

文/珠江时报记者练梦婕

通讯员梁小英彭飞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黄淑莹）近日，记者

从西樵镇文化发展中心了解

到，南海区人民政府日前公布

了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名录（共计11项），西樵镇

百西村头村六祖诞以及水菱角

制作技艺入选其中。

据悉，六祖诞始于唐开元

二年（714年），是由六祖弟子法

海、神会发起、信众自发参加的

对六祖惠能的纪念活动。佛山

也处于岭南六祖信仰文化圈，

至今仅西樵镇百西村头村仍存

六祖古庙并延续着六祖诞。

传说唐咸亨元年大灾，凤

溪乡民食不果腹，罹患疥癞，路

过的惠能大师用塘水治好了村

民疥癞，为表感恩，后世村民在

“佛塘”边建六祖庙并供奉六祖

圣像。

村头村现存的六祖古庙、

六祖冈（又名“佛塘冈”）、佛塘

圣泉等遗址，则是数百年来延

续六祖信俗的历史见证。而每

年的百西村头村六祖诞祈福大

典，包括了祭典仪式、高僧弘

法、慈善表彰、信众祈福、绕村

巡游、祈福斋宴、龙狮贺诞等较

为完整的仪式流程，形成“六祖

福地、和善百西”的文化效应，

和善促和谐，对新时代培养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

深远。

水菱角则是岭南的传统

小吃，其制作技艺起源于广州

西关，由陈米磨浆，用筷子漱成

一个菱角的模样，拌上炒香的

姜丝、大头冲菜和肉丝作汤。

西樵镇文化发展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水菱角制作技

艺何时传入西樵镇目前尚无考

证。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当

时的西樵民乐市上北街“萬亿

号”日杂店就有对外制作出售

的水菱角，并且将水菱角的制

作技艺以家传的形式保留了下

来，由后人向食客推广，让水菱

角制作技艺得到传承和推广。

此外，水菱角因制作工艺

较为繁琐，对调浆比例和濑制

手法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难以

用机器取代，现在年轻人也少

有去学习这种制作技艺，加之

米粉的生产更为方便广泛，水

菱角已很少有人制作和售卖，

做为传统的广府美食，亟需得

到更好的保护和推广。

西樵镇文化发展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

实做好西樵镇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管理和传承工作，并把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

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

起来，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

当防疫先锋队 做健康守门人
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获评南海区卫生健康系统首届“最具

活力医学团队”

西樵百西村头村六祖诞
水菱角制作技艺入选区级非遗

■团队合照。 通讯员供图

■村民到百西村头村六祖古庙祈福，抛掷许愿带。（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