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醒狮

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盐步老龙礼俗

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藤编制作技艺

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麦边舞龙

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地黄氏冬祭

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村生菜会

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黄岐龙母诞

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粤曲

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沥锦龙盛会

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沥狮子会

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地观音诞

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鼓乐

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沙皮狗斗狗习俗

大沥非遗项目

今日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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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大沥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与顺德区

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秋之韵”室内交响

音乐会在大沥都市剧场奏响。《蓝色的多瑙河》《友谊

地久天长》……一首首悠扬的名曲，为大沥市民带

来了一场音乐文化盛宴。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大沥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果实，大沥扎实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通过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水平、

广泛开展群众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多姿

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获得精神滋养、增强

精神力量。据统计，大沥在镇层面组织、举办活动

年均超过350场，各社区自办活动年均合共超过

1000场。

为打造雅俗共享的大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

沥镇文化站一方面积极举办公益、惠民的常态化活

动，如周末剧场、社区文化节、“我要上大沥春晚”等；

另一方面又注重打磨文艺精品，培育文化品牌，如

自主创作的话剧《穷孩子·富孩子》实现全国巡演。

2018年，大沥文化云正式上线运行，整合公共文化

机构和社会力量形成供方资源，使数字文化服务触

手可及，深入百姓生活。

2017年起，大沥镇投入近三千万元财政专项

资金，打造各级各类文化场馆。设有镇级文化中心

3个、影剧院1间，42个社区均全面建成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共建有文体楼180座、文化广场60多
个，完善的镇、居、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形成“十

分钟文化圈”。

目前，大沥镇正在推动黄岐文化中心活化提

升、大沥革命历史展览厅升级改造等项目。同时，

作为商贸重镇，大沥着力推进羊城创意产业园南海

分园建设，加快引导文化创意等文化产业集聚发

展，并增加广佛智城城市夜景区域、大型商贸综合

体连片带的生活化场景塑造。

大沥不断丰富文化资源，完善服务体系，提升市民文化生活品质

为美好生活注入 力量

中国非遗数字展共展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非

遗文化57项。当中，29个来自佛山市的非遗项目集体

亮相，让市民可一次性了解全佛山的非遗文化瑰宝。在

展览期间的10月26日、10月31日、11月1日，主办

方通过举办非遗主题市集，让市民与非遗传承人近距离

“对话”。

作为本次展览的所在地，大沥的非遗文化资源相当

丰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沥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

的文化遗产。自2007年开始，大沥镇就开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挖掘、搜集、整理镇内的非遗项目，分

批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截至目前，大沥拥有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13个，其中国家级1个、省级2个、市

级4个、区级6个。

非遗项目的不断发展，少不了一群默默奉献的传承

人。“我7岁就开始学扒龙舟，20多岁时就已经随同盐步

老龙到泮塘探亲。”满头白发的邵钜熙，一谈起龙舟文化

便滔滔不绝。盐步老龙和广州西郊泮塘龙舟的“上契”故

事，一直为广佛地区的人们所传颂。如今，“盐步老龙礼

俗”被确定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作为传承人

的邵钜熙，一直与盐步老龙相知相守：“我希望可以通过培

养接班人、完善基地等方式，让龙舟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如何在时代的发展中对这些文化遗珍进行挖掘与

保护，成了大沥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从政府到

民间，各方在不遗余力地为非遗传承探索一条具有大沥

特色的道路。

除了积极主动挖掘、整理相关的历史资料，申报各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大沥如今还在坚持以创新的方式

传承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都市文明。大沥一

方面引入全媒体宣传渠道，对传统民俗活动进行网络图

文直播、视频直播，让更多市民能在第一时间收看；另一

方面，通过文化体验游的方式，组织新市民、学生等不同

群体到大沥非遗传习所等参观，提升人们对大沥传统文

化的了解。

“希望借助国家级的平台，把大沥镇的文化魅力

传播得更广。”在中国非遗数字展开幕当天，大沥镇文

化发展中心主任李智勇满是期待。

本次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主

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传创展（北京）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南海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大沥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组织实施。实

体展示设于广东书法园，展出将持续至11月6日。线

上数字展览即将多国同步上线，让不能亲临的非遗爱

好者也能享受这场文化盛宴。

近年来，大沥镇坚定文化自信，文化事业建设亮

点纷呈。除了承接大型展览外，大沥积极拓展思路，长

期举办国家级、省级品牌活动，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

2011年起，大沥便连续举办九届“伯奇杯”中

国创意摄影展。此外，大沥还搭建多个省级展示平

台：作为广东书法界五大展览之一的“大沥杯”广东

省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大沥杯”广东省硬笔

书法展长期落户于此；广东省“珠江情”征文大赛至

今举办七届，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步树立全国性文学

品牌。

凭实力吸引高规格展览和赛事“走进来”，大沥

也在自信地带着本土优秀文化“走出去”。2006年

起，大沥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全国首个兼备龙狮和龙

舟两项运动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此后，大沥醒狮多次

代表国家、省参加土耳其中国文化年、“两岸城市艺术

节”等传统文化交流活动，连续十届参加香港国际旅

游展，向海内外传播醒狮文化。2019年10月1日，

南海黄飞鸿中联电缆武术龙狮协会出席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向全世界展示南狮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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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麦边龙狮团。

非遗传承人邵钜熙整理老龙须。

大沥镇平地社区观音诞。

大沥藤编。

大沥醒狮盛会，群狮表演《群狮

献瑞贺新春》。

黄岐“龙母诞”，“五龙子”盛装步

入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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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北村生菜会。

平地黄氏大宗祠冬祭太公分猪肉。

大沥盐步锦龙盛会，盐步老龙携泮塘龙舟盛装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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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起，中

国非遗数字展实体展示

在位于南海区大沥镇的

广东书法园正式启动。

即日起至11月6日，市

民在家门口便能欣赏国家级的文化盛事。

传统的东西最永恒，民俗的东西最广泛。地处广佛交

界处的佛山大沥，既深受珠三角地区先进的现代都市文化

影响，又具有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底蕴。凭着深厚的文化

实力，这里吸引了众多重量级的赛事与展览落户。一直以

来，大沥都在以创新的方式传承文化，并通过打造完善的文

化载体和服务体系，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