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大沥观察大沥观察2021年3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刘浩华 美编李世鹏

对于南海人来说，可谓是

“无醒狮，不春节”。每年春节，

南海多个镇街都会集结群狮举

办狮会，以祈福欢庆、辞旧迎

新。狮会当天，醒狮路过的大街

上总是张灯结彩，人们扶老携幼

观赏醒狮采青，可谓万人空巷。

“大沥的龙狮文化是一种勇

于拼搏、奋发努力的精神，更是

一种凝聚合力的精神。”大沥小

伙李志文从小就是一个“龙狮

迷”，然而自疫情发生后，他就没

有看过熟悉的舞狮表演了。不

过，今年正月十一和正月十五，他

通过“南海大沥”微信号观看了盐

步龙狮大会和大沥醒狮盛会两场

新春线上展演，重拾了那份久违

的热血与激情。

龙狮传统不变，形式创新花

样多。这两场狮会累计吸引超50
万人次围观。在两场龙狮盛宴线

上展演的过程中，主办方还通过

抽奖、发放“红包雨”、设置主持人

互动区等方式，让观众了解大沥

狮会、非遗文化及摩电安全知识

等。这不仅展现了大沥这个文化

重镇的魅力和风采，让守正创新、

奋发进取的龙狮精神鼓舞人心，

还擦亮了大沥“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醒狮之乡）”的文化名片。

其实，早在春节来临前，大

沥为了倡导就地过年，在线上推

出“我在大沥过大年”系列活

动。其中，“广东书法园名家春联

赠送活动”吸引了近10万人参

与；“花满沥城 幸福遇见”新春吃

喝玩乐全攻略H5则有超20万
人次参与。大沥的这些活动相继

“上线”，不仅让市民感受到新春

气氛，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中

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

题中之意。

近年来，大沥充分利用新媒

体新技术，以“互联网+公共文

化”模式将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

边，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

方式方法。早在2018年，“大沥

文化云”上线运行，实现文化活

动预约报名、文化场馆预订使

用、“点单式”服务供给等创新功

能，使数字文化服务触手可及。

疫情发生以来，这种模式在

大沥更是加速成熟。去年端午

期间，大沥创新举办线上龙舟

赛，吸引约41.3万人次参与，并

派发了6万张商家优惠券，以文

化活动拉动复工复产及市民消

费；去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大沥又举办了“网红大沥”非遗

文物线上畅玩系列活动；大沥镇

第十二届读书节也首次采用

“云”形式启动，期间举办“有为

讲坛”大沥公益讲座等线上活动

共18场……大沥的文化活动，

在线上玩出了更多的“新花样”。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通讯员刘成邓倩茹刘韵莹

文化魅“沥”上云 迈向更大舞台
大沥打出云文化“组合拳”，让传统文化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展现

“以前参加过线下的北村生菜会，很热闹。这次通过线上形式参加，别有一番趣味，同时了解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生菜会小知识。”3月9日上午10
时，大沥市民刘少锋一边用手机扫码进入“云逛北村生菜会”H5游戏页面，一边用电脑观看生菜会的直播，不亦乐乎。

今年，数以万计的大沥市民与刘少锋一样，以新颖的方式重温了那熟悉的民俗味道。因疫情防控需求，从春节前到正月里，大沥把狮会、音乐会、生菜
会等多个传统文化活动搬到线上举办，打出了云文化“组合拳”。从本土小天地到全国大舞台，大沥的文化魅力通过网络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展现。同样
的民俗文化，变的是表达方式和传递载体，不变的是大沥对传统文化的那份坚守、传承与创新的决心。

多项活动线上办玩出更多新花样

在今年大沥“村晚”里，有一个

集“舞蹈+表演唱”的节目《老龙印

记》。“我们这个节目在2007年已

经有第一稿了，演员涵盖老中少三

代人，曾获得过广东省音乐舞蹈

奖。”该节目的编导吴林说，他不满

足于单纯复刻，而是“古老当时

兴”，用年轻人的冲劲和热情，扎进

生活，呈现出更多新鲜感，让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碰撞。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是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给

出的庄重承诺。在推进此项工作的

过程中，经过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

其作用不容小觑。在文化异彩纷呈、

丰富多元的当下，传统文化比以往更

需要现代表达。因此，大沥镇如今坚

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不

断融合都市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传播大众化。

近年来，大沥积极探索布局文

化产业的引入及培育，结合城市更

新、城乡融合大建设，推动文化服

务供给结构年轻化，让更多年轻人

喜爱本地文化，参与本土活动。响

应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东部“文化+

创意”发展版图，目前大沥正重点

依托资源优势，有效导入创意产业

园的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着力打

造一个科技引领、特色鲜明、新兴

产业聚合的示范性产业园区。

同时，大沥也积极推动龙狮协

会产学研项目，今年将积极扶持龙

狮协会创新发展，完善广东岭南龙

狮博物馆内涵，培养和输出更多专

业人才，探索龙狮、龙舟、武术文

化、旅游、研学产业，研发特色文创

产品，开发文旅体验项目，进一步

擦亮“中国龙狮运动名镇”品牌。

要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主

动认识、热爱本土的传统文化，就

要努力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

内涵和现代的表达形式，创作出更

多当代人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产

品。不难发现，通过注入“现代

感”，大沥的传统文化正带给人们

越来越多的惊喜。

注入“现代感”
让传统文化
走得更深更远

对于狮会“上云”，广东省

龙狮运动协会秘书长、广东醒

狮非遗传承人黎念忠十分认

可。在他看来，以“云直播”的

形式推广传统文化，是传承传

统文化的创新举措，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线上播放的形式，

基层文艺工作者的才艺智慧得

到了展示，也让更多市民乐享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大沥镇地处粤港澳大湾区

的广佛极点，是广佛全域同城

化的融合区和桥头堡，既是经

济重镇，也是文化重镇，先后被

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醒狮、粤曲）、中国摄影之乡、广

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传统

龙舟、醒狮、书画、藤编）、广东摄

影之乡、广东诗歌之乡、广东口

哨之乡等称号。拥有深厚民间

文化底蕴的大沥，在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再生与发展的路上

不断探索与研究，让一些优秀

的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传统存

活于人们的生活空间，并为大

沥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

推动力。

为了给这些文化提供更好

的展示阵地，近年来，大沥积极

探索多种文化活动阵地建设、

运营模式，推动文化服务从政

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

入向多元投入转变。多种方式

的文化阵地供给，有效实现政

府、社会资源共享，推动文化服

务高效优质，让文化阵地遍地

开花。目前，大沥镇的文化阵

地供给面积超60万平方米，每

年服务群众超200万人次。其

中有文化中心3个、读书驿站

29间、文体楼180座、文化广

场60多个、体育场地697个、

乡村学校少年宫14个，还有多

个乡情馆、村史馆、主题公园

等。

在搭建阵地的同时，大沥

镇也在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以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丰

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为群众

搭建展示舞台。据统计，大沥

全年共举办各类文体活动近

1000场，其中由镇文化发展中

心组织、举办活动超过350场，

全镇文化站点每年服务群众超

过 200万人次。都市周末剧

场、社区文化节、“我要上大沥

春晚”等公益、惠民的常态化活

动，让群众获得精神滋养，增强

精神力量。此外，大沥还常态

化开展“文化体验之旅”，让镇

内1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再次受到广大群众热捧。

“我希望能把本土的龙狮

精神传递到各个地区、各个国

家，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大沥

特色文化。”带着这样的期望，

演员关碧琪站上了今年大沥

“村晚”的舞台。

2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联合举办的“欢乐过大年·迈向

新征程”——我们的小康生活

2021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

动举行。作为全国14个“村晚”

示范展示点之一、广东唯一展示

点，大沥献上了四个篇章共18
个表演节目。主办方还邀请了

非遗传承人、“大城工匠”、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代表上台拜年,
向全国人民送上春节祝福，传递

大沥发展前行的正能量。

本次大沥“村晚”在央视

频、国家公共文化云、佛山电视

台、南海大沥官方微信及抖音

号等多个公众平台播出，截至2
月底，已累计吸引超过100万

人次围观。作为广佛同城先行

区、城乡融合示范镇，大沥以此

机会，从乡村小天地走向了网

络大舞台，把“小欢喜”融进了

全国的“大联欢”，在全国观众

面前展现了乡村文化振兴、产

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经过多年运作，我们的队

伍和模式已经比较成熟，这或

许就是这次能登上全国‘村晚’

的原因吧。”大沥镇文化发展中

心副主任张婉萍介绍，大沥“村

晚”一直秉承“政府搭台，群众

唱戏，党风助推，文化惠民”的

宗旨。2016年~2020年，大

沥“村晚”先后举办海选、复赛、

决赛等共计160余场，有3万

多人参赛，每届挑选出超80个
优质节目参演，已成为当地群

众认可度最高、参与度最广的

展示舞台和文化品牌。

依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

势，大沥打造出越来越多的文

化品牌。作为“中国照相机之

父”邹伯奇的故乡，大沥镇自

2011年连续 9届举办“伯奇

杯”中国创意摄影展。这是国

内唯一主打创意摄影概念的全

国性摄影活动，投稿人数累计

超过3.5万，投稿作品达56.4
万幅/组，逐渐成为插图摄影、

广告摄影的全国性标杆平台。

借着这些日趋成熟的文化品

牌，大沥的文化影响力正在辐

射越来越广的空间。

从小天地迈向大舞台文化影响力日渐提升

文化阵地遍地开花群众乐享文化盛宴

大沥镇现有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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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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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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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地黄氏冬祭

北村生菜会

黄岐龙母诞

南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南海粤曲

大沥锦龙盛会

大沥狮子会

平地观音诞

南海鼓乐

沙皮狗斗狗习俗

大 沥 非 遗 瑰 宝

新形式 高质量

广辐射

记者手记

■大沥“村

晚”的节目

精彩纷呈，

尽显文化

重镇魅力。

通讯员/邓

倩茹 摄

■大沥各类文化阵地遍地开花。图为大沥一览读书驿站。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