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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 麦钰豪林嘉美 上金瓯社区

区梦觉生平事迹展陈馆：红色景点传承爱国情怀
西樵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增强党员教育实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4月2日，西樵镇公布六大主题的“环西樵山党史学习教育线路”，

旨在通过“理论+实践”相结合，增强党员教育实效，推动党员群众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力

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六大主题路线所到之处涵盖了重温峥嵘岁月、见证乡村振兴、工业发展、群众生活变

迁、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成果等方面的内容，让党史学习教育不再停留于纸上，而是一个个实

景的直观呈现。实际上，此前西樵镇已在红色资源的挖掘、文化保护和传承、古村活化等方面

“做足功课”。

走街串巷收集“口述历史”/挖掘资源/

革命战争年代，来自西樵

镇上金瓯社区松塘村的区梦觉

为党组织工作和妇女运动奔

走，历经无数次考验，被誉为

“岭南女杰”“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先驱”。新中国成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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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松塘村，本地人都

习惯称区梦觉为“区大姐”，身

上也仿佛流淌着红色基因，每

个松塘村人基本都对区梦觉的

生平故事有所了解。

作为地道的松塘村人，区

梦觉生平事迹展陈馆及故居讲

解员区淑华从小就对区梦觉的

故事耳濡目染。她回忆：“小时

候第一次看到区梦觉是在电视

新闻上，那时候只是感到很自

豪，觉得我们松塘村出了一个

这么值得大家尊敬的人，并对

她的故事产生兴趣。然后我又

跑去问爸妈和亲戚，根据他们

的讲述，‘拼’出了自己对‘区大

姐’的第一印象。”

2019年，区梦觉生平事

迹展陈馆及故居成为西樵第一

条红色旅游线路的景点，正式

对外开放。2020年7月，事迹

馆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修缮，

至10月重新开放时，又增加了

不少展品。首层还结合多媒体

展示手段介绍区梦觉生平事

迹，展现区梦觉的爱国情怀。

区淑华介绍，每次为游客

导赏介绍全程大概需要30至

40分钟，包括讲解一些重要的

文字资料、图片、物品等背后的

故事，“看到游客们听得很认

真，我们也很欣慰。”

据统计，2021年 3月至

今，区梦觉生平事迹展陈馆及

故居共接待来自珠三角及本地

的游客5223人次。

闲暇之余，为了更好地保

护和传承区梦觉生平事迹展陈

馆及故居的历史资源，区淑华

坚持阅读有关的革命历史书

籍，并保留着小时候听长者们

讲故事的习惯，走街串巷收集

关于区梦觉的“口述历史”。

实际上，西樵镇在松塘村

的古村活化和文化保护上花了

不少功夫，自2010年起便开

始着手松塘村的古村活化建设

工作。松塘村的保育开发也得

到了村民的广泛参与和积极配

合，并通过历史文化活化升级，

唤醒了村民强大的文化自信和

文化自觉，形成了一股推动古

村活化保育的强大合力。

2010年起，松塘村村民

自发募资250多万元，成立“松

塘翰林文化基金”，用于松塘村

环境的升级与活化。2011年
4月，村民又集体制订了《松塘

村村规民约》，共同保护松塘历

史文化遗产。

正因如此，松塘古村的美

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区梦

觉的革命故事才会被更多人了

解。

让红色历史“活”起来
除了西樵山抗日阵亡将

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区梦觉

生平事迹展陈馆及故居这类公

认的“红色地标”，环西樵山党

史学习教育路线还有一部分是

走访一线企业，了解西樵产业

发展现状，旨在让大家了解党

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其中，路线中所提到的蒙

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广东何氏水产有限公司都是

各自领域的龙头企业，代表西

樵现代制造业和农业的先进

水平。

5月23日，西樵镇民乐社

区组织社区党员和红色亲子

共读家庭共 80人，到这两家

企业进行参观。由于平日鲜

有机会深入这些公司的厂区，

为此，参加活动的党员和亲子

家庭成员都珍惜机会，近距离

接触企业一线，亲身感受西樵

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成

果，刷新对西樵企业的印象，

更对西樵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产生新的认知。

“我们都是参观完才发

现，原来西樵也有这么强的企

业，在科技创新、环保、产品质

量等方面都做得很好！”带着

女儿一同参观的梁小姐说。

此外，在西樵镇大力发展

全域旅游的背景下，西樵山景

区也积极推动“红色+旅游+研
学”相融合，重点打造以西樵

山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

纪念碑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长

廊，同时将红色旅游与研学旅

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多

种旅游形式相结合。

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

需求，西樵山景区还注重加强

红色旅游产品的体验感和时

代感，借“互联网+旅游”的东

风为西樵山旅游发展带来新

思路，希望让红色历史“活”起

来，让西樵山红色文化旅游线

路更富体验感、研学性。

/拓宽思路/

■区梦觉生平事迹展陈馆。 （通讯员供图）

在里水镇北沙村，有一处红色景点为南海市民所熟悉，这是典型的珠三角地区传统祠堂
建筑形式，坐东北向西南，一前堂一廊两厅堂两天井三房间格局。这里曾走出吟咏诗词的文
雅书生，也聚集过铮铮铁骨的英雄战士，承载着地下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这里是曾经的中
共南三花工委旧址，如今的中共南三花工委史迹展览馆。

中共南三花工委旧址：讲好南海革命故事
里水以中共南三花工委史迹展览馆为载体，广泛传扬红色文化

■中共南三花工委史迹展览馆内铜塑。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摄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多次修缮终成史迹展览馆
中共南三花工委旧址是

南海保存较好的近代红色革

命旧址之一，1993年，当地

村民自发筹资修缮旧址。

1994年，南海区将中共南三

花工委旧址列为首批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隔年又拨款维

修，恢复历史原貌。 1998
年，旧址被列为佛山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2006年，旧址

被核定为第四批佛山市文物

保护单位。

2019年，在实施乡村振

兴的大潮下，里水对中共南三

花工委旧址进行修缮，以文化

保育为目标，采用修旧如旧的

手法，将垂脊、草尾按原样修

复，对花板、砖雕、瓦檐碌筒、

滴水、勾头构件等装饰物件进

行翻新，既彰显岭南建筑韵

味，更增强了群众对革命年代

的代入感，感受到浓烈的爱国

主义情怀。

2020年，中共南三花工

委史迹展览馆开馆。该建筑

物是典型珠三角地区传统祠

堂建筑形式，坐东北向西南，

一前堂一廊两厅堂两天井三

房间格局，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展览分为五个篇章，

包括序章、党的诞生、隐蔽战

线、革命成果和走进新时代，

详细介绍了中共南海组织的

艰苦斗争和革命精神。

穿过展厅长廊，重温激情

燃烧的岁月。曾经的陈旧书

塾，里水通过对旧址修葺，注

入内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展示。

/革命旧址/

2019年，北沙村作为里水

首批打造的 12个品牌村居之

一，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切入点，

以革命老区的历史底蕴为核心，

被赋予“爱国基地 红色北沙”的

品牌，打造一个集游览、体验、互

动、学习等功能于一体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红色革命文化示

范区。

在展览馆内，“讲好南海故

事”2020南海区导赏员大赛艳

阳组亚军、74岁老党员沈夑洲，

作为中共南三花工委旧址的义

务讲解员再一次担负起传承和

发展红色精神的责任，他在这

里义务讲解七年，接待了数万

游客，展现了共产党员的赤诚

之心。

沈燮洲有着47年党龄，他

与有着53年党龄的妻子一起，

从2014年起负责中共南三花

工委旧址的讲解、清洁、管理等

工作。他还一直对时政保持关

注，把当年的革命历史与时代

精神进行融合，向来访者宣传

党和国家当前的中心工作。

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不

仅有展览馆，还有双拥公园。

走进展览馆前首先要经过双拥

公园，这里以中共南三花工委

光辉历程为主线，通过将党建

文化、革命文化、双拥文化与新

时代设计美学相结合的形式，

营造多个爱国主义、军民同心

的教育场景。

公园设有主题雕塑、鱼水

长廊、三味园、宣誓台和拓展区

等，其中拓展区可供青少年举

行户外培训拓展活动，让他们

在具有教育意义的场地学习，

可进一步培养爱党、爱国思想

情怀。

抢夺舆论阵地开展革命斗争
走进馆内可见，这里陈列

着革命先贤的雕塑和照片，来

访者可以看到战争年代的煤

油灯和旧水壶，还有老式手工

油墨印刷机，了解当年共产党

员如何制作宣传物料，引导人

民进行革命斗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后，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

北上，国民党当局企图窃取

革命成果，对珠江三角洲地

区进行反复清剿。中共南海

组织受到破坏，被迫暂停活

动。中共广州市工委派党员

沈少刚回家乡里水开展革命

活动。为了寻找合适的活动

据点，沈少刚走遍了全村之

后，发现玉文沈公书塾结构

四通八达，共有 11个门口和

3条东西朝向的通道，适合人

群疏散，便选定在此地办学，

设立沈村小学。

1946年 2月，杜路受中

共广州市工委委派到南海任

特派员，负责恢复中共南海

组织，以沈村为中心，经过几

年的努力，中共南海组织迅

速恢复并发展壮大。

1949年 5月，为适应斗

争发展需要，中共珠江地委

决定成立中共南(海)三(水)
花(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南

海、三水、花县(部分地区)党
组织。由杜路任书记、陈启

锐任副书记，工委领导机关

设在沈村玉文沈公书塾内。

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本地区具

体情况，工委积极组织和发动

群众进行反“三征”斗争。壮

大农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

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党组织。

展开宣传攻势，积极展开武装

斗争，组建南三花人民游击

队。开展调查当地土匪、恶霸

情况及勘察地形、绘制地图等

工作。积极配合了解放大军

解放南三花地区，为解放战

争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峥嵘岁月/

培养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
/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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