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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临近,龙舟竞渡,南海
各镇街已躁动起来，举行花样活
动，同时开展探访送爱心活动，
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大沥在端午节期间举办的大小锦

龙盛会超过10场，盐步锦龙盛会、黄岐

锦龙盛会、东秀社区聚龙龙舟邀请赛、

平地社区桥头龙舟邀请赛、谢边社区锦

龙盛会、雅瑶社区锦龙盛会、黄岐社区

漖表锦龙盛会等。起龙、扒龙、赛龙、食

龙船饭等，每一项活动都吸引大批群众

争相参与。

百年龙舟文化早已经深入到大沥人

的基因里，龙舟竞赛所需的团结、进取内

涵，与大沥人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奋勇

争先的精神相吻合。大沥锦龙盛会早成

为了大沥人的文化图腾和文化基因，人

们重视程度比之春节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6日（农历五月初一）是盐步老龙

拜华光、游三河的传统日子。在“荔湾—南

海”区域联合党委的组织下，近20位来自

不同领域的荔湾与南海人才，在社区文化

传承人的讲解下，了解悠悠427载的大沥

盐步和荔湾泮塘龙船结契文化，切身感受

广佛民间文化盛事。

在现场，他们全程观摩了盐步老龙礼

俗省级传承人邵钜熙与乡民们一起完成准

备仪式、采青以及在盐步大涌、河西、河东涌

进行巡游的热闹景象。在游龙过程中，荔南

人才也充分讨论了两地人才合作前景。

“此次活动从龙舟历史渊源出发，以沉

浸体验为锚点，将人才交流作切入口，为荔

南乃至广佛两地人才合作作出了大沥的人

文探索。”大沥镇党委委员冼兆鹏表示，以

此为契机，大沥镇将继续开展更多荔南双

向的人才合作，推动两地人才交流互动、队

伍共育、招才引智、服务共享更上一层楼，

共同书写荔南发展的新篇章。

同舟游龙共话发展同舟游龙共话发展

外国友人体验扒龙舟

6月5日，丹灶镇2024“艺企

同舟”端午龙舟训练营在开心龙舟

俱乐部训练基地拉开帷幕。现场，

镇内企业代表、文产特派员、外国

友人、影视演员张兆辉等沉浸式体

验扒龙舟，点燃了丹灶“龙舟季”的

“速度与激情”。

在雨中，嘉宾们身着统一服

装，与“扒丁”们一起破浪前行。伴

随着整齐的口号声，活动参与者们

挥臂划桨，齐齐发力，龙舟似离弦

之箭冲向前方。

在丹灶，龙舟文化深植于丹灶

人心中，成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

文化符号，凝结、传递着广大群众

的乡愁记忆和共同情感。“龙舟季”

期间，各村居将自发组织龙舟训

练，为龙舟竞渡做好充足的准备。

届时，各式龙舟将在丹灶的大小河

涌游弋，起龙船、吃龙舟饭、

赛龙船，或争奇斗艳，或飞龙

竞渡，形成“村村有队伍、年

年有赛事”

的局面。

6月6日，2024年东秀聚龙龙舟邀请

赛在南海区大沥镇东秀社区聚龙经济社热

闹举行。在聚龙村前河道上，来自广佛两

地的20支参赛队伍在花地河上奋楫竞渡，

争夺最高殊荣。

当日上午，聚龙经济社文体楼周边热闹

非凡，不少人受亲友邀请来吃一顿龙船饭。

吃罢中午的龙船饭，一场盛大的龙舟邀请赛

拉开序幕。广佛两地20支龙舟队伍齐聚一

堂，以河为擂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水上角

逐。

比赛分初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采用

传统龙舟折返的方式进行，赛程为1000
米，初赛前八名进入决赛，决赛以计时成绩

为准，决出最后的名次。

下午 1时，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响

起，比赛正式开始。河面上，一条条龙舟

如离弦之箭，划破水面，激起层层浪花。

选手们身着统一队服，挥桨如飞，展现出

极高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竞技水平。广佛

两地的观众们簇拥在河岸两侧，欢呼声、

呐喊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队伍加油助威。

最终，东秀高村在初赛、决赛均以第一

名的成绩夺冠，广州西浦、横江、凤池获得

二三四名。

广佛20支队伍奋楫竞渡

探访困难家庭送去爱心祝福

中国龙舟看佛山，佛山龙舟看九江。九江村村都有龙舟，

全镇共有大小龙舟600多艘。

九江传统龙舟内涵丰富，包括：起龙、龙船采青、会阿契、吃龙

船饭、龙船会（游龙、竞渡、竞艳）、龙船出海、收龙等。九江传统龙

舟活动，从形式上大致分为三类：游龙、赛龙和彩龙（又叫艳龙）。

游龙之美重在神韵，游动起来宛如神迹；赛龙欣赏速度之

美，竞速时不分龙头、龙尾，诸向而行；彩龙则是用来比美竞艳，

越是特点突出越能赢得喝彩。

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龙舟，盐步老龙历

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宣德七年（1432年）。

南海县盐步河东、河西村共同出资打造了

一条坤甸木为材料，长36.8米的龙船，后被称为

盐步老龙。相传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端

午节期间，盐步龙舟因比赛中礼让广州泮溏龙

船而与其上契结亲，传慈禧太后得知此事便赐

此盐步龙舟为“盐步老龙”之称。两地间通过龙

船礼尚往来至今，形成了以龙船为载体的礼俗。

盐步和泮塘村民根据龙船所造时间之先后作

为辈份结亲，泮塘龙船为“契仔”（干儿子），盐步老

龙为“契爷”（干爹）。每年五月初五，盐步村民乘老

龙到泮塘探亲；五月初六，泮溏村民乘龙船回访盐

步。探访时，双方都举行隆重的接送仪式并赠以

本土特产。盐步老龙礼俗的主要流程：起龙船、拜

华光、游三河、探“契仔”，迎“契仔”，食龙船饭。

叠滘河涌水网绵延20多公里，

大多狭窄且曲折绵长，最窄处不过三

四米，平均宽度不超过6米。因而，叠

滘龙舟因地制宜，衍生出独特的竞技

方式，弯道赛龙船。

清末民初开始，叠滘乡就有茶

基、陈丰、圣堂、江头、东宁、庆云、东胜

东、三馀堂、潭头9艘龙船。每年在端

午期间，叠滘会举行为期4天的龙船

弯道竞速赛。叠滘弯道赛龙船分东

胜、潭头、圣堂、茶基四个赛区，有S型、

C型、L型以及直道四种赛道。

龙舟说唱是一种民间说唱艺

术,也是粤语曲艺的一个曲种，为

与端午前后的龙舟竞渡相区别，民

间叫唱龙舟或龙舟歌。龙舟说唱

具体起源无从考证，其曲调生动通

俗、形式灵活、格律自由，腔调简朴

流畅、富有乡土气息、抒情叙事均

宜。目前在西樵、丹灶、里水进行

保护传承。

龙舟说唱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走街串巷沿门卖唱，多唱吉

利颂词式的短篇；另一种是固定设

点卖唱，多唱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中

长篇。龙舟唱词以七言韵文为基

本句式，四句为一组，上句辙韵自

由，下句必须押韵，有起式和煞尾。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翠贞陈时然吴志恒彭燕燕洪晓诗 通讯员邓晓君何永坤许佐恒袁迪任芷颉

浓情迎端午，慰问暖人心。6月6日，共青团狮山镇委员会、

罗村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粽叶飘香端午情，浓情慰问暖人心”

端午探访活动，送去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宣传大爱狮山的精

神，传承狮山孝德文化，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祥和的端午佳

节，感受节日暖意。

当日，一行人兵分6路前往松岗社区、象岭村、下

柏社区、乐安社区等多个村居。先后走访了多户残

疾家庭、低保户、单亲家庭等，与他们唠家常、问冷

暖，详细了解他们近期生活情况、身体状况及目

前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为他们送上粽子、

米、油等慰问物资以及节日祝福，鼓励他们

秉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迎难而上。

罗村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蔡健

民表示，协会积极响应团镇委开展慰

问活动，展现青年企业家担当，助力

狮山孝德文化薪火相传，让困难家

庭在节日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

端午节将近，共青团狮山

镇委员会积极发动各方社会

力量开展慰问活动，在节前

探访了独居长者、残障等

困难家庭328户，参与志

愿者约 430人次，慰问

支 持 物 资 折 算 共 约

4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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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村龙舟队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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