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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天的鼓声，整齐的号子，舞

动的船桨，飞速的龙舟，端午期间

南海大沥的多场龙舟赛，为我们演

绎了积极向上的拼搏激情。

热闹场面、欢欣表情、爱心募

捐、温暖义诊，6月25日，大沥黄岐

上演的龙母巡游活动，则处处散发

着温暖向善的大爱温情。

向上向善，是《论语》中孔子对

弟子们的要求，也是大沥这座城市

多项民俗文化所流传下来的精

神。如今，这样的精神正在成为大

沥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引领着大沥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大路上阔

步前行。

改善城市形象、做优城市品

质、提升发展能级，是大沥这个经

济重镇正在全力攻克的课题。当

前，大沥以“过河进湾、产业第一、

项目为王、工商并举、品质领航”为

工作主线，全方位升级城市建设，

这些工作无不需要拼搏向上的精

气神和攻坚克难的勇气。

上月，大沥发布了城市品质

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推进涵盖

路畅、境美、乐活、优教、安康五个

方面的 116 个项目，通过城市升

级、城市美学、城市文化来提升城

市品质，赋能“中心大沥”建设，这

是大沥在行动层面向总目标迈进。

本月，大沥举办了多场既结

合中心工作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如全民欢乐徒步节、盐

步老龙起龙、盐步锦龙盛会、黄岐

锦龙盛会等，掀起了“中心大沥”建

设的豪迈激情，凝结起了拼搏向上

的无穷力量，这是大沥从精神层面

为总目标的实现聚力。

如果说，拼搏向上的奋斗精

神，可以让一座城市发展得更快，

那么，博爱向善的慈善精神，则可

以让一座城市发展得更好。

6月25日，大沥黄岐龙母诞时

隔4年之后强势回归。作为一个

传递博爱、向善精神的民俗活动，

除了设置了五龙东渡、岐阳踏歌、

龙母巡游等经典环节外，更是在旁

边的共济善堂安排了名医开设义

诊活动，让这个因博爱而兴建的载

体，进一步体现和传递博爱精神。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共济善堂

缘何而建，实际上，它是最能体现

大沥人“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精神

的载体。根据史料记载，共济善堂

是大沥乡民梁典文在100多年前

建成的，当时黄岐堤围崩决，居民

食不果腹，疫疾流行。他便联系了

乡亲巨贾、官绅名流、海外侨领等，

在1922年兴建了共济善堂。

善堂开办之后，便安排了中

西医驻堂应诊，假日也不休息，为

乡民看病施药、施粥布善，成为当

时比较完善的慈善机构。共济善

堂成了当时弘扬龙母文化的一个

主要载体，当时每年在龙母诞上筹

到的善款，除了一部分用于办学，

另一部分就划给共济善堂。

就这样，慈善、博爱的龙母精

神，从民俗活动延伸到爱心乡民，

从爱心乡民又延伸到慈善机构，并

润泽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也

进一步激励着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这样一份爱的正循环，也造就了一

代又一代的大沥乡贤。

今年5月6日，大沥隆重举办

首届新乡贤发布活动，以一座城的

名义，对39名新乡贤致以最高的

礼遇。目前大沥已在43个社区全

面建成“社区新乡贤库”，首批就有

140人之多。他们当中有祖籍大

沥的，也有来大沥逐梦的新市民；

有为大沥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的企业家，也有开拓产业新版图的

青年创业者；有发展事业同时不忘

回馈家乡的慈善人士，也有积极投

身基层治理、专注讲好“大沥故事”

的文化达人……

他们所处的领域不同，但他

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大

沥这片土地有着深沉的热爱。他

们有的带着梦想从这里出发，在小

有成就之后选择回馈这里；有的在

这片土地上积极打拼，并用心用情

用力地守护和反哺着这片土地。

大爱大沥，温暖同行。在这

里，行善、博爱不是一个虚妄的口

号，更是一种“爱家”“护家”的行动

自觉。当一座城市里的人们，像爱

自己的小家一样，爱护着这座城

市，携爱前行的大沥，距离自己的

目标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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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城市精神滋养着大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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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句古话：“水流向哪里，人

就走向哪里。”这句话在大沥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都能找到印证。

从大沥三个片区的名字，便可看

出其与水的渊源：大沥的“沥”字，透露

出细水长流的坚韧；盐步得名于“盐

埠”，因这里曾是古时商人交易食盐的

水运埠头；黄岐则因古人以黄竹旗为

此地水路交通的吉祥物，久而久之就

演绎简化出这个地名。

而正因为有了岭南水乡地理环

境、历史文化，以及地处广佛腹地的绝

佳地缘位置，加之大沥人本身敏锐的商

业嗅觉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大沥自古以

来便是人丁兴旺的商贸重镇。经过一

代又一代大沥人的努力，如今的大沥成

为拥有“中国铝材第一镇”“中国有色

金属名镇”“中国内衣名镇”“中国商贸

名镇”四块金字招牌的经济重镇。

水不仅孕育了这座城市，成就了

它的辉煌，也让大沥描绘出以水而兴、

因水而荣的灿烂画卷，更串起了广佛

两地的信息互通和文化交流，见证了

广府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其中，得益于频繁的商贸往来，盐

步片区自古聚集起很多文人雅士、商

贾侠客，孕育了591岁的盐步老龙，缔

造了深厚的爆竹、藤编、诗画等特色文

化，也从此有了“蟾龙雄镇”的雅号；黄

岐片区的龙母诞已成为每年端午期间

广佛文化活动的亮点，并于2016年

入选南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

录，在2017年入选佛山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而在龙舟这一广佛“交流使者”的

促进下，囊括农历五月初一聚龙龙舟

赛、初五瓜步汛龙舟赛、初六盐步龙舟

赛、初八黄岐龙舟赛等九大传统龙舟赛

事的“大沥锦龙盛会”，已在2012年入

选南海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大沥镇也于2015年被评为广东省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传统龙舟之乡)。
如今，因水而生的龙舟已成为大

沥人的精神图腾。在大沥镇东秀社区

聚龙经济社社长周广炫看来，龙舟竞

技背后所体现的团结、拼搏，正是吸引

群众热爱并愿意传承龙舟文化的原

因，“一个村的龙舟扒得好，足以证明

这个村的村民一定是团结的。”

大沥重点写好大沥重点写好““水水””文章文章，，让文化赋能城市更新和商贸转型让文化赋能城市更新和商贸转型

无论是龙母精神所蕴涵的“真善

美”，还是盐步老龙礼俗文化精神体现

的谦和礼让，抑或是龙舟赛事中所弘

扬的团结、进取、创新精神……如今，

这些非遗文化活动所代表的精神内

核，早已成为大沥这座城市精神的一

部分，也成为了大

沥市民们的价值

趋向、思想志向和

情感意向，更成为

了南海构建“三带

三区”文化发展新

格局中省佛通衢

文化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

对于大沥来说，应如何更好地传

承这些优秀的文化内核？创新，便是

大沥的答案。

“潜龙及早复见天日，健儿们挖坭

戽水把船浮……”在今年6月21日大

沥推出的原创栏目“诗说大沥”首期节

目中，盐步老龙省亲礼制省级非遗传承

人邵钜熙朗读《老龙赋》，加之以融媒手

法融合视听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

感受盐步老龙礼俗文化。

大沥并非首次用融媒手法讲好传

统文化故事。今年盐步老龙起龙以及

“游三河”当日，均继续进行视频全景

直播，前者在全网收获1000万人次

的观看量，后者在活动当日也吸引超

20万人次观看、点赞。

正因为被盐步老龙礼俗文化所吸

引，今年33岁的梁炜健在起龙前期及

当日，也主动跟着邵钜熙学习盐步老

龙礼俗文化，“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会

更深切地感受到

这些历史文化的

魅力，我希望用自

己的行动，将盐步

老龙礼俗文化和

精神更好地传给

下一代。”

创新的做法

并不止一种。在

今年的黄岐龙母诞活动中，大沥策划

并启动了“黄岐龙母诞”文旅周活动，

整合黄岐龙母文化协会、商家、社会等

资源，融入了民俗节庆、慈善义卖、文

化展演、文化市集、旅游观光、网红打

卡等元素，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大沥

本土传统礼俗文化的魅力。

创新促进了发展，也让大沥本土

传统文化释放出全新的魅力和更强的

吸引力。

黄岐龙母文化协会秘书长罗容卿

介绍，今年龙母诞活动前期，也吸引了

不少年轻人参与活动策划和筹备工

作。

数百年前，一尊顺水漂来的龙
母木像，让代表着“真善美”的龙母
文化在大沥扎下了根，并渐渐成为
大沥的城市文化特色之一。

脉脉流水不仅浇灌了良田，也
塑造了大沥充满灵性的人文传
承。如今，除了黄岐龙母诞外，“盐
步老龙礼俗”、黄岐锦龙盛会、盐步
锦龙盛会等活动都已成为大沥水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中心大沥”也重点写好
“水”文章，“以水为脉”重塑城市特
色 IP，让文化为城市更新和商贸
转型赋能。

重塑城市特色重塑城市特色I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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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母文化市集。 实习生/卢柏康摄

■盐步老龙与泮塘龙船一起游龙。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晴雯摄

■■在今年盐步锦龙盛会上在今年盐步锦龙盛会上，，参赛队员正在奋力参赛队员正在奋力

划桨划桨。。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晴雯黄晴雯 摄摄

■黄岐龙母诞现场，“五龙太子”向前来观礼的市民问好。 实习生/卢柏康 摄

水，成就了大沥的辉
煌，也描绘出以水而兴、
因水而荣的灿烂画卷。

谦和礼让、团结、
进取、创新等精神内
核，早已成为大沥这座
城市精神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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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文载道，今以文聚力。正如南海

区委书记顾耀辉在去年召开的全区文化

发展大会上所说，文化竞争力是最根本的

竞争力，文化吸引力是最强大的吸引力，

文化传播力是最有效的传播力。文化赋

能，正成为大沥求新谋

变的密码。

去年，大沥发布

《大沥镇文化旅游体育

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构建“一带一轴两

廊四区”文旅体空间发

展格局。这与“水上南

海”发展计划不谋而合：要在中央活力区

打造老龙互访之旅线路，围绕“盐步老龙

巡游”这个主IP，打造“龙腾南海”的IP。
“盐步老龙”则是这个规划当中最为

亮眼的文化 IP之一。作为南海区首个以

文化为主题脉络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片

区，大沥将通过活化百里芳华盐步老龙示

范区、南海酒厂、南海粮仓、盐步直街等区

域，以盐步老龙1432项目为抓手，打造

一个集办公、娱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

城、产、人、文融合标杆文旅创意产业项

目，让盐步“老龙”变身“潮龙”。

“文化对于城市来说，跟科学赋予产

业、赋予城市的发展同样重要。”在南海区

委常委、大沥镇委书记岑灼雄看来，每一

座高质量发展的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独特

的城市性格和城市魅力。

因此，今年大沥继续提出要通过三大

战线建设“中心大沥”，其中涉及的新文化

战线，便是要通过以提升文化作为支撑社

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内核”，赋能大沥转型

升级。除了推出“盐步

老龙特色 IP，也将推出

“省佛通衢”“邹伯奇”

等特色 IP，同时培育更

多文创产业项目，深挖

本土文化资源打造5条
精品旅游线路、20个文

旅打卡点，发展乡村文

旅消费业态，让文化真正赋能城市更新与

商贸转型。

不仅如此，大沥还在今年5月发布城

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城市升级、

城市美学、城市文化来提升城市品质。大

沥希望通过文化赋能的方式，提升城市附

加值，进而提升人们对大沥的认同度。

“大沥会把握‘水上南海’的机遇，打

造更多全龄友好、有良好活动体验的空

间，同时也会通过活化水道两岸的公共设

施、土地、城市空间等，进而提升城市的价

值。”岑灼雄表示，大沥镇将继续提升城市

功能、城市形态，用城市、产业以及文化活

力吸引更多高端人才落户大沥，从而提升

城市价值，为实现“中心大沥”凝聚更多力

量。

文化赋能，正
成为大沥求新谋变
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