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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佛山明星搭档卫生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59RP5A3K）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拟由原
注册资本 99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 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联系
人 ： 李 秋 艳 ， 联 系 电 话 ：
15067856576，联系地址：佛山市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科技园 B 区工
业大道 8 号 B 栋 3F-8 号。
佛山明星搭档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3 日

减资公告

▲广东铭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5MA53KPCQ5M） 经股东
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拟由原注册
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
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本公司联
系 人 ： 王 春 生 ， 联 系 电 话 ：
13392247699，联系地址：佛山市
南海区大沥镇新城大道 28 号坚
美商务大厦写字楼 9 层 917 号。

广东铭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3 日

▲湖南四方同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佛山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
丁） 遗失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凰樵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粤 Y2258 挂车辆于 2017 年 6
月 7 日发放的道路运输证 IC 卡，
证号：002892483，现声明作废。

南海区在粤剧的推广与传承上

不遗余力，推动“粤曲粤剧进校园”

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粤剧观众以中老年人为主，随着

老年观众的离去，如何传承？这是南

海区文化馆馆长郑艳芬一直思索的

问题，“怎么做才能让年轻一代学会

欣赏粤剧的美？”她认为，培养粤剧观

众，必须从幼儿园、小学开始。

走进西樵第一小学的红豆粤剧

社，舞台上放着古筝、定音鼓、高胡

等乐器，其后挂着孩子们的戏服、各

色靠旗和头饰。随着乐曲响起，学

生们的动作功架有板有眼……每周

四下午，南海区文化馆的戏曲专干

都坚持走进校园开展粤剧基本功训

练，包括粤剧表演的指法、身段等。

早在2008年，南海区以西樵

第一小学为试点，开始推动“粤曲粤

剧进校园”，多年来坚持传承和自主

创新“两手抓”。一方面，积极开展

粤曲、粤剧进校园实践，结合学生特

点创编相关教材，为学生提供专业

学习内容；另一方面，通过编排粤剧

身段操、不同声韵的绕口令等，为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加温。南海区

文化部门还邀请省市相关专家及著

名导演、表演艺术家走进学校，给学

生指导和授课。

通过十多年努力，“粤曲粤剧进

校园”逐步在南海各个学校开花结

果。2011年，西樵第一小学获“南

海区粤剧传习所”称号，同年获“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粤剧中国保护中心推广基地”称

号。里水和顺中心小学、大沥水头

小学、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也加入

学习推广行列，并分别成为市、区重

要的戏曲传承基地。

“推动粤剧进校园，选择、创作

适合青少年的剧目尤其重要。”郑

艳芬介绍，贴近生活的题材更容易

唤起孩子们的情境体验，激发他们

的兴趣，让他们在排演的过程中既

易于融入，同时潜移默化地受教育、

获益。

多年来，南海有《杨门女将之探

谷》《穆桂英求将奇遇记》《红军不怕

远征难》等多个校园剧目获得国家

及省市殊荣。其中，由南海创编的

粤剧身段操获首届全国中小学校园

集体舞展示一等奖。

郑艳芬坦言，推动粤曲粤剧进

校园，当前还面临师资缺乏等难

题。“待遇、编制、资格证都是成为粤

剧教师的难关。”她希望相关部门对

南海的传统艺术给予更大支持，让

粤剧得到更好传承。

娃娃唱大戏摘得全国“小梅花”奖
南海注重粤剧文化传承，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推广戏曲艺术，获得多项国家和省市奖项

近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公布了第二十五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审核结果，南海原创少
儿粤剧节目《红军不怕远征难》荣获“小梅花集体节目”称号。

一直以来，南海区注重粤剧文化传承，从2008年开始探索“粤剧粤曲进校园”，在青少年学生
群体中推广戏曲艺术。在历届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南海区文化馆选送的节目和小演员
获得过30余项省级以上奖项，其中全国性奖项3项。

自编自导
拿下全国大奖
南海区文化馆戏曲专干每周

定期深入西樵第一小学、里水和

顺中心小学、西樵阳光宝贝幼儿

园等学校进行粤剧节目排演、戏

曲身段基本功、唱腔等训练，并用

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演出。

其中，《红军不怕远征难》由

南海区文化馆副馆长郭俊琪编剧

及导演，是一部以歌颂红军长征

为题材的原创少儿粤剧作品，也

是他首次创作的粤剧作品。

谈及创作初衷，郭俊琪坦言

已经酝酿了好几年。郭俊琪曾是

一名粤剧演员，在粤剧行当内，很

少有既能演又能写的复合型人

才。“这得益于2012年我们馆开

设的粤曲创作培训班。”郭俊琪介

绍，当时有10多名学员，他就是

其中之一。“南海区文化局原副局

长杨粤生授课，培训班持续了三

年时间，我也由此学会了粤剧粤

曲创作。”

《红军不怕远征难》表现的是

红军在缺衣少食、高山险阻的恶

劣环境下，不畏艰险毅勇向前的

故事。一开始，郭俊琪按照曲艺

的方式，只创作了前面的唱词，设

计好了唱腔，后来又增加一段“搭

人桥过大河”的情节，最终将粤曲

变成粤剧，在最后他还将毛泽东

的七律诗《长征》改编成新曲唱

词。这种原创方式，与以往的创

作模式不同，在整剧排练完成后，

再找专业的老师根据表演者的情

绪、舞台调度、气氛完成音乐设

计。“以往的创作过程是颠倒过来

的。”郭俊琪说。

这部原创少儿粤剧作品涉

及指导员、侦察兵和红军战士三

种角色，由大沥水头小学 12名

学生共同演绎，叶振佳饰演了其

中的指导员并担任主唱。三年

级时，叶振佳便加入了学校的小

星晖粤剧社学习粤剧表演，到现

在已经学了3年。“这几年的磨练

和学习中，叶振佳参与了《华山

救母》《罗成写书》等粤剧表演，

算是学校粤剧小演员中的‘老戏

骨’了！”水头小学粤剧科组长邓

丽丽说。

经过多年学习，叶振佳已经

爱上粤剧粤曲，甚至到了痴迷的

程度。“平时看电视转台只要看到

有粤剧表演，他都会停下来看半

天，广东省粤剧院的表演他也会

很关注，有时会去看网络直播。

他还提出，想去广东舞蹈戏剧职

业学院系统学习粤剧。”叶振佳的

妈妈黎女士告诉记者，受家庭氛

围影响，儿子擅长唱歌，自从参加

了学校的粤剧社后，就彻底爱上

了粤剧，而粤剧传递出来的美德

也正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

在《红军不怕远征难》剧中，

12名小演员用精彩的表演再现

了那段热血激昂的历史，弘扬了

伟大的长征精神。“这部戏教会了

我凡事不要轻言放弃，要像红军

战士一样，在艰难的环境中也要

坚持下去。”叶振佳说。在短短一

个月的紧张排练中，大家克服了

很多困难，有时一段表演总有人

不到位，要重复很多遍。

多部粤曲粤剧获国家及省市殊荣

三年磨练成就剧中“老戏骨”

对于这次有机会入选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

黄钦添觉得，这是对他传承龙狮

传统技艺的支持和肯定。近年

来，为更广泛地宣传和推广龙狮

文化，他将龙狮活动引进校园，

开设第二课堂。

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黄

钦添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幼儿

园启蒙为主，小学接触基本功，

中学练习表演套路，大学挑选人

才培养龙狮协会队员。此外，他

还推动龙狮协会在湖南、西安等

省市成立了近10个分会，国外

的分会也有2个，让“南海龙狮”

在更多地方发光发热。

在普及龙狮文化的同时，黄

钦添如今也在加紧“抢救”一些

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传统狮

艺讲究人狮合一，形似更要神

似，要求马步、腰力、手力、脑力、

鼓乐配合默契，难度比现在流行

的高桩醒狮大很多，狮子滚绣

球、蟹青、盘凳青、高青、蛇青等

套路已经越来越少人掌握。因

此，近年来，黄钦添带着团队到

国内外多个地方搜集资料，走访

了本地十多位老前辈，通过不断

的印证和考究，渐渐整理出这些

传统狮艺的模式、套路等。他们

还把这些资料整理成文字、图

片，并拍摄成教学视频。

“世代相传的传统狮艺，是

南狮的灵魂和精粹，如果在我们

这一代失传，将非常可惜。”黄钦

添说，目前团队已经整理出十几

个套路的资料，接下来还会继续

做这个工作。

广东醒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黄钦添入选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

传授狮艺20年徒弟徒孙5万人
8月11日，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

象名单公示，来自大沥镇平地社区的广东醒狮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黄钦添上榜。

今年56岁的黄钦添有多个身份：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
人、黄飞鸿第五代传人、国际级裁判员、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技术
委员、广东省龙狮运动协会大师级教练等。对于本次有望获得
新“身份”，他表示，推广和传承龙狮传统文化、让更多人参与到
龙狮运动中，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他最开心的事。

黄钦添已在龙狮运动领域

探索多年。

40年前，当时只有十多岁的

他就走上社会打拼。在工作之余，

他在村中组建了一支狮队，不断在

国内外赛事中舞出成绩。后来，广

东中联电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有泉相中了这支狮队，从资金

和管理上支持狮队建设，将其转

为佛山市南海黄飞鸿中联电缆武

术龙狮协会（下称龙狮协会）。

黄钦添说，推动更多群众了

解和参与龙狮运动，是他一直以

来的心愿。为全身心投入到龙狮

协会的工作中，他将生意交给合

作伙伴打理。这些年来，黄钦添

多次带着狮队代表国家、省、市、

区参加一系列国家级、国际级醒

狮比赛，均取得不俗成绩。他认

为，职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让醒狮这个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

活力。

至今，黄钦添已坚持传授舞

狮技艺超过20年。他粗略估算，

这些年来教出的徒弟、徒孙已超

过5万人。“相比做生意，舞狮育

人让我更有成就感。”黄钦添说，

这十几年来，有不少家长、学校把

一些“调皮仔”送来学舞狮，其中

有脾气暴躁的、染上网瘾的，但黄

钦添来者不拒。“先成人后成才”，

这是黄钦添传授技艺的宗旨，“最

关键是与他们交心，将我们的经

验告诉他们，并让他们真心喜欢

舞狮这项运动。”

按照狮队的管理模式，队员

就是运动员，平时除了训练、表

演、比赛等，还有前辈定期来教传

统文化课。黄钦添和龙狮协会为

每个队员规划好了职业道路，当

队员到了30岁左右时，可以考取

龙狮运动的教练或裁判资格，也

可以优先进中联电缆旗下的企业

工作。“在这里，重要的是成为一

个有品格、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黄钦添说。

品牌深化
推动文体旅发展

黄钦添此次有望获得国

家级荣誉，正是大沥近年来

着力推动公共文体服务的一

个缩影。如今，大沥镇不断

丰富公共文体产品供给，优

化文体惠民工程效能，持续

培育文体活动品牌，着力推

动十分钟高质量文体服务圈

建设。

公共文体服务方面，大

沥镇将盐步龙狮大会和大沥

醒狮盛会通过“云直播”的创

新方式，在多个新媒体平台

全程展播。

今年 4月，中国龙狮运

动协会教练委员会在大沥镇

中联黄飞鸿武术龙狮训练基

地揭牌，标志着又一“国字

号”龙狮运动组织落户大

沥。这将有力推动当地龙狮

运动标准化、专业化发展，同

时对壮大龙狮运动人才队伍

有着积极意义。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洪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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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剧照。

■南海区文化馆副馆长郭俊琪在指导小演员做动作。

20年如一日
探索龙狮运动职业化道路

继续尽己所能 不遗余力推广龙狮文化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见习记者何燕慧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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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钦添（左一）带领狮队参加比赛并取得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