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里教宣 摄影报道）5月

19日，里水镇举行首届上善家

庭教育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最美

教育社区创建推进会。里水镇

将于9月启动最美教育家庭评

选，并于11月举办家庭教育主

题晚会，表彰先进家庭和事迹、

总结展示家庭教育成果。

让家庭教育成为“必修课”
上善家庭教育文化节活动

贯穿全年，主要包括五大内容：

一是开展文化节征集活动，今年

9月起向全社会征集活动口号、

logo标识和主题歌曲；二是打

造家庭教育工作坊，通过建立家

庭教育促进课程、师资、实施、评

价四位一体的系统，为家长学习

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实施家长自

主成长计划，以推荐阅读学习为

主线，建立家庭教育学习共同体

系统，开展家庭教育知识竞赛以

及家庭教育故事、家庭教育视频

征集评选系列活动；四是创建最

美教育家庭，今年9月起，围绕

遵纪守法、良好家风、科学教子、

崇文向上、热心公益五大指标，

在班级（约占10%）、年级（约占

6%）、学校（约占3%）进行分批

遴选，最终评选出里水镇十大最

美教育家庭（约占1%）；五是举

办家庭教育主题晚会，在今年

11月发布文化节 logo口号和

主题歌曲、发布十大最美教育家

庭事迹、表彰促进家庭教育的先

进人物或团队、展示家庭教育主

题文艺作品。

家庭教育需要家校社共同

参与。现场，上善家庭教育指

导种子讲师获颁证书，上善家

庭教育先锋队、上善家庭教育

促进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他

们由家长、老师、社区工作人员

组成，将以爱携手、以实际行动

协同育人。

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副主

任陈振飞介绍，打造上善家庭教

育文化节品牌，旨在激活全方位

全员育人的引擎，让每位家长都

懂教育，让每位孩子都得到充分

发展，推动里水教育更高质量发

展。

让社区成为“育人场”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

庭、带动一个社区。社区是拓展

实践、涵养品格的“育人场”。挖

掘并整合社区教育资源，可以为

学校、家庭提供更多协同育人支

持服务。

创建最美教育社区是“六

美”教育新生态的重要一环。里

水将通过宣传发动、社区申报、

评选命名、公布宣传四个步骤，

实施最美教育社区创建。里水

镇教育发展中心德育专干陈妙

贤解读了最美教育社区的评价

指标，围绕支持教育、教育服务、

尊师重教、崇文尚学、志愿服务、

安全建设六大方面，对社区进行

考核评价。

海南洲社区党总支书记傅

宝珠表示，社区将以“党建引领

上善教育”为着力点，搭建人、阵

地和平台，促进“六美”教育新生

态和社区品牌互通互融，加强家

校社建设。

现场，里水镇邮政局还向里

水镇教育发展中心、南海区家促

会里水办事处捐赠了一批图书。

2022年，里水镇提出全力

构建“最美学校、最美校长、最美

教师、最美学生、最美教育家庭、

最美教育社区”的“六美”教育新

生态，构建家、校、社、政协同育

人的教育生态系统，助力每位学

子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此次活

动正是对“六美”的进一步落地

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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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申请人陈婉琼声明拥有以
下宅基地的使用权，并向我镇申请
完善用地手续。 土地坐落：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华圣村
文魁四巷 25 号， 土地面积：31.31
平方米，土地用途：农村宅基地，宗
地代码：440605007028JC10066。 若
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归属有异议的，
请于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
我镇以书面形式提出，逾期不提出
的，将按照有关规定将上述土地使
用权确认给申请人陈婉琼。 联系电
话：85563439。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政府
2023 年 5 月 23 日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社区
“历史建成”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公告

▲河南省汝阳县
柏树乡杨沟村九
组 韩 向 可 ， 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 （农历 8 月 20
日） 在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桂城
街道捡到一遗弃

女婴，内有一纸条，显示孩子出生
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28 日（农历 8
月 19 日），一直收养至今，现寻其
亲生父母，知情者请联系本人。 电
话：0379-68180110、18988629578。

▲佛山市禅城区于龙轮胎店（经营
者：程伟成）遗失公章（印章编码：
4406040059921） 及财务专用章
（印章编码：4406040059922）各一
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一萌夫妇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德庆）遗失罗德
庆私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六联社区
中村第三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南
海区大沥镇集体组织收据（电子）
一份（第二联及第三联），开票日
期：2023 年 4 月 3 日， 收据代码：
D440605125228，号码：0220924，金
额：700 元，现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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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蓝景熙

通讯员/刘瑾熹 摄影报道）5月

20日，南海狮队开放日活动走

进丹灶镇联安小学，10余组亲

子家庭观摩醒狮表演，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

狮队开放日
弘扬醒狮文化

“采青！跳！漂亮！”活动现

场，随着锣鼓声节奏的变化，一

只黝黑的醒狮扇动大眼睑，精彩

展示了狮子采青的戏剧性和故

事性，醒狮少年们神采奕奕，配

合着锣鼓声昂首阔步，挪腾翻

转。在场亲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连声称赞。

随后，《醒狮操》音乐响起，

联安小学的学生化身一只只灵

气的小狮子，动作整齐划一，灵

动自如地变换着队形，赢得观众

掌声连连。

据介绍，南海对传统的舞狮

动作进行创新，将武术、舞蹈、音

乐等融为一体，在中小学创新推

广《醒狮操》。《醒狮操》旋律简单

明快、节奏动感，把标志性的舞

狮动作与舞蹈进行突破性的融

合，配合音乐，展示醒狮的喜、

怒、哀、乐、动、静、惊、疑八态，并

使用了年轻人喜爱的舞步，不仅

让课间操更有本土特色，也有利

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为了让醒狮表演能活灵活

现，联安小学的醒狮少年们每周

都勤学苦练。“咚锵咚锵嘚咚锵，

锵锵锵锵锵咚锵”……当熟悉的

锣鼓声在联安小学的操场响起，

路过的市民就知道，这是该校每

周六开展的“醒狮课堂”。

课上，“小狮子”们主要练习

表演时要用到的各种步法——

上步、退步、左右侧步、交叉步、

跳步、碎步、小跑步、右仆步、双

弓步、八字马、四平大马、飞跃、

站单双腿等。“我觉得醒狮表演

十分有趣，所以参加醒狮社团学

习舞狮。”该校四年级学生吴靖

琪说，“要把基础打扎实，马步扎

得稳，舞狮才能舞得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从创办醒狮社团至今，这4
年时间见证了一群孩子从‘少年

幼狮’成长为‘雄狮少年’。”联安

小学德育处副主任方锋表示，希

望通过开展醒狮社团特色项目，

以点带面，让更多学生认识狮

艺、爱上狮艺。接下来，将进一

步创新更多醒狮表演形式，传承

醒狮文化。

近年来，南海区一直致力推

动“南海醒狮”从单纯的民俗表

演转变成集表演、比赛、文化于

一体的城市 IP，希望通过“南海

狮团”活化、传承醒狮技艺和精

神，搭建传统文化与年轻人交流

的桥梁。如今，南海狮队开放日

系列活动已组织6支狮队走近

市民，接下来将继续创新推广醒

狮文化的形式，让更多市民进一

步了解并爱上醒狮文化。

创新形式
让学生爱上醒狮

联安小学狮队的成立，与传

承本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学

校附近民风淳朴，各村居有着自

己的特色醒狮队伍，形成了浓厚

的醒狮文化氛围。随着时间推

移，村居狮队队员年龄增长，年

轻人也因为种种原因缺少参与，

传统狮艺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

局面。

因此，联安小学提倡“唤醒

村居雄狮 传承传统文化”，经常

邀请各村居醒狮队到校进行采

青表演，激发全校师生对醒狮文

化的兴趣。2019年4月，联安

小学狮队成立，孩子们挥洒汗

水，刻苦训练，希望接过“老狮”

们的接力棒，成为传承醒狮文化

的新力量。

作为联安小学的特色教育

项目，醒狮社团推出四年规划，

将醒狮文化与校园文化创新融

合。学校还制定适合学生的醒

狮表演简易教程，编制了醒狮课

间操，同时为学生设计醒狮服

装，营造了良好的醒狮文化氛

围。此外，醒狮还被纳入学校的

“第二课堂”。

在近日举行的2023年丹

灶镇中小学（幼儿园）文艺展演

中，联安小学狮队将语言艺术、

舞蹈等元素与醒狮表演结合，带

来戏剧表演《笨鸟不想先飞》，凭

借出色的发挥，最终脱颖而出，

荣获中小学组金奖。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西
校区举行“你好，青春!”晚会

学生载歌载舞
展现青春风采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

讯员/辛晓聪肖燕王仁仙）日前，广

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在西校区文体

馆举办“你好，青春!”晚会暨灯塔学

习会，青年学生用曼妙的舞姿和灿

烂的笑容，展现青春风采，为师生献

上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晚会分为“青春记忆”“青春脚

步”“青春时代”和“青春力量”四个篇

章，节目由各学院选送，通过粤剧、舞

蹈、合唱、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展现

积极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面貌。

这是该校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的一个缩影。广东舞蹈戏剧职业

学院充分发挥学校艺术特色和专业

优势，以艺践学、以艺践行，抓好“大

舞台”“小舞台”两个舞台，将理论用

于实践，坚持教育实践两手抓、两促

进，着力以“用”为导向，学悟新思想，

实践建新功，让主题教育不断升华。

在“小舞台”中，学校团委、各二

级学院通过举办各类活动，让师生在

实践中悟思想提本领。此前，该校音

乐学院还举办“践行主题教育，携音

乐同行”主题音乐会，以声乐和器乐

两场音乐会为契机，展示学习成果。

“大舞台”则是学校积极扩展的

社会实践机会，鼓励师生走出校门，

服务社会。其中，粤剧学院师生受邀

参加省级文艺展演活动，参演学生以

精湛的技艺赢得了与会人员的赞誉，

充分展示学校过硬的艺术人才培养

质量和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舞蹈学

院学生受邀参加大沥镇举办的青活

“沥”计划发布暨十大杰出青年颁奖

仪式，参与志愿服务与演出，激励青

年传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接下来，该校将继续加强科学

谋划，不断创新，充分发挥“两个舞

台”的作用，以更强的意识、更实的

举措、更优的作风积极投身主题教

育，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

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不断取得新

成效，切实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南海狮队开放日活动走进丹灶镇联安小学

学生化身“小狮子”表演采青好精彩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

亚）这是一张 1953年的佛山

市第八小学毕业证书，看似普

通，实则蕴藏丰富的历史信

息。这张 70 年前的毕业证

书，是热心市民黄勇在“5·
18 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

捐赠给佛山市博物馆的。

黄勇曾用名黄家寿，这份

毕业证书正是他的青春见证。

毕业证书长宽均约39厘米，保

存状况良好，虽经历了70年的

光阴，但上面的印刷和字迹清

晰可见，纸张完整没有蛀洞。

毕业证书上充满着新中

国的红色元素，证书上方中央

有着红色五星；上方左右两侧

为吹响号角的少年，展现着蓬

勃的朝气；下方左右两侧为佩

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和少女，代

表着红色革命精神传承，以及

男孩女孩都应平等地接受教

育的含义。

而毕业证书背面则印有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广

州市人民政府文教局”制，可

见当时毕业证书的生产印制、

品质、数量由省级政府进行统

筹和关注。

“黄勇捐赠的毕业证书，

为我们带来一段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珍贵历史。”佛山市博

物馆研究人员评价，看似普通

的毕业证书，却凝结了新中国

成立之初我国在教育制度方

面的探索，以及我国对教育事

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更

是共和国教育事业启程的重

要见证物。

市民捐赠70年前小学毕业证书

黄勇捐赠的毕

业证书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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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狮少年带来

醒狮操表演。

▲

每周六，雄狮

少年都会集中

进 行 基 础 训

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