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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以为你们是诈骗电话

呢，没想到是热心的农行员工，让

我的手机失而复得，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近日，客户冯先生爽朗

的笑声与感谢的话语回荡在农行

南海里水支行营业大厅，而这背

后，离不开农行南海里水支行客

服经理梁小翠的暖心服务。

当天，网点客服经理梁小翠

像平常一样巡视营业厅环境，于

自助设备处发现一台手机，立即

在大厅里展开询问，结果无人认

领。她想，失主或许已经办完业

务离开了，于是便将情况上报内

勤行长。二人立即调取监控视

频，确认这部手机是一位中年男

性客户在办理业务时遗落的。

梁小翠和内勤行长当即行动

起来，高效配合，根据录像显示的

时间以及系统辅助，锁定客户身

份，并与客户家属取得联系。直到

这时，在家属身旁的客户冯先生才

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做生

意的他平时习惯携带两台手机，在

银行办完业务后，便不小心把其中

一台手机落下了。很快，冯先生返

回网点，核对完信息后，从梁小翠

手中接过遗落的手机。他竖起大

拇指连声道谢，表示手机里面的信

息资料很重要，很庆幸能及时找

回，并对农行工作人员细心、热心

的服务给予高度评价。

“为客户做好服务是我们的

本职工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

帮到您是我们最大的开心和快

乐。”梁小翠笑着回应。

网点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

见真心。下阶段，农行南海里水

支行将继续坚持客户至上的服务

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续深

化“服务升温工程”和“农情暖域”

网点服务品牌建设，提升广大群

众的金融服务体验感及满意度，

切实做到服务惠民、便民、利民。

（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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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对农行工作人员细心、热

心的服务给予高度评价。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摄

影报道“第一次见这么大的西

瓜。”“这个西瓜皮薄、青绿，预估

有20多公斤，瓜田里暂时它最

大，应该是瓜王了！”近日，狮山

镇横岗社区举办“党建引领促振

兴 清凉西瓜沁心田”活动，其中

最吸引人的环节就是摘西瓜，市

民在瓜田里挑选马洞西瓜，惊叹

其“身形”之巨大。

据介绍，这是“甜甜的狮山”

2024年狮山镇首届西瓜文化

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现场

推出西瓜市集、西瓜文创产品、

西瓜饮品外，还将推选社区最

大、最靓、最甜的马洞西瓜去参

加6月底举行的西瓜文化节瓜

王评选。

“你知道马洞西瓜长啥样

吗？我们一起把它画出来吧。”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游客慕名

而来，一起通过绘画、品尝西瓜

以及各种小游戏，了解马洞西

瓜，品尝西瓜的清凉与甜蜜。

随后，在瓜农的带领下，市

民来到绿油油的瓜田。每走一

两步，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大西

瓜，并迫不及待地采摘。“今年虽

然雨水多，但我们用更科学的方

式去种植，比如铺上防水膜，避

免瓜藤被水泡烂。西瓜长大点

后就用茅草等遮盖，防雨防晒又

透气，所以今年西瓜的产量比去

年还高，个头也大，平均每个西

瓜有12.5公斤左右。”横岗社

区瓜农张东明说。

今年70岁的张东明19岁

就开始种瓜，有着丰富的种植经

验，看到众多市民来体验摘瓜，

他非常开心，还提前向大家展示

将拿去参加瓜王评选的西瓜。

他用手拍了拍西瓜，然后小心翼

翼地将其捧起，“皮薄声脆，一定

很甜，而且足足有22.5公斤，

到参赛时应该还能长一公斤左

右，‘瓜王’应该就是它了。”

据介绍，丘陵地势、肥沃的

土壤、无污染的山塘水和有机肥

培育方式，造就了一个个硕大滚

圆又香甜的马洞西瓜。今年马

洞西瓜种植面积超46.67公顷

（超700亩），目前已有超20公
顷（300多亩）西瓜上市，热卖的

品种有小宝、金钟、麒麟王等。

当天，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选

购马洞西瓜。“真的很大，我在瓜

地里找了半天，想找个小一点

的，但一称竟然也有10多公斤，

一天都吃不完。”前来采摘西瓜

的市民说。

除了马洞西瓜，狮山还有石

碣西瓜、吴屋西瓜、新和西瓜，可

谓各有特色，西瓜产业也呈现出

稳步发展的态势。而6月底举

办的狮山首届西瓜文化节，将举

行多项精彩活动，包括西瓜王比

赛、吃西瓜大赛、文艺汇演、西瓜

市集等。狮山希望通过西瓜文

化节，进一步提高村民栽种西瓜

的积极性，助力打响狮山各村

（社区）西瓜品牌，同时推动地方

特色产业由资源变产品、产品变

商品、商品变名品，推进石碣西

瓜、大顶苦瓜、朗沙笋等狮山特

色农产品 IP品牌化，以农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狮山高质量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华江

秀珍 通讯员李碧珊报道 近日，

在丹灶仙岗古村的番塔广场上，

红红火火的番塔又再燃起，与绚

丽夺目的烟花相互映衬，让仙岗

的夜空别样璀璨。原来，这是为

了配合电影《燃烧的番塔》拍摄

而设置的一个重要场景。在这

部电影中，仙岗烧番塔成了“主

角”。

电影《燃烧的番塔》是佛山

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也是佛

山首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烧

番塔为底蕴的乡村振兴题材

电影。影片紧跟时代脉搏，以

跨越时空的表现形式，以节奏

明快的叙事手法，讲述关于佛

山乡村振兴及年轻人回乡创

业的主旋律故事。电影也通

过仙岗番塔展现本土人文，折

射出烧番塔背后的精神，传递

出青春燃烧、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力量。

该电影导演白云飞是广东

省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农业电

影电视中心编导，从事农村影视

工作数十年。他介绍，电影摄制

团队走遍了佛山市“百里芳华”

乡村振兴示范带的所有村居，当

来到丹灶仙岗古村时，看到这里

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古建筑群

与新农村建设风貌有机融合，还

有番塔广场、仙子湖上垒得高高

的番塔，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仙

岗烧番塔作为一项传统民俗节

庆活动，一直流传至今，已有数百

年历史。了解到仙岗烧番塔还

是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我们就决定在这里开拍。”白

云飞说。

该电影拍摄还招募本土村

民作为群演。仙岗村民积极报

名参与，过了一把“群演瘾”。

此外，电影中很多场景也在仙

岗古村就地取材，如仙岗社区

幸福院、社区办公楼会议室、村

民家中的庭院等，使影片更接

地气、更有乡情味。而当晚的

烧番塔拍摄场景，更是影片中

的高潮片段。

仙岗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电影的艺术手法

展现仙岗古村独特的历史人

文、乡土气息以及新农村建设

成果，进一步向外界宣传仙

岗、宣传丹灶，助推丹灶文旅

产业发展。非常期待电影开

播，也欢迎广大游客来丹灶仙

岗古村游玩，打卡同款电影场

景。

售卖这种车载U盘
可能侵犯著作权
■案情简介

2023年11月22日，南海文

化执法支队对某影音设备有限公司

进行检查时，发现其铺面前台背后

放置了带包装盒的U盘 419个。

执法人员现场随机抽取了几个U盘

在汽车上测试，发现有两款U盘存

有音乐歌曲，且可播放。后经查核，

419个U盘中有122个U盘内储

存有音乐歌曲。

经调查，该公司改装音响后确

实将这些U盘以“车载U盘”为名赠

送给客户，或以半卖半送的形式销

售U盘给客户，在其抖音平台账号

中也可以看到U盘的售卖宣传视

频。但在调查过程中，该公司无法

提供U盘内音乐歌曲的著作权证明

或合法来源材料。

■部门说法
上述案件中，根据《著作权法》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南海文化

执法支队依法责令该某影音设备有

限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作出如下行

政处罚决定：1.警告；2.没收储存

有音乐歌曲内容的U盘共122个。

不少商家常常以产品主体是U
盘储存器为幌子，花几块钱从网上

下载歌曲后存入U盘，打着“车载U
盘”的旗号出售。殊不知，这种未经

版权方授权的“音乐搬运”行为已涉

嫌侵犯著作权。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

作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未经授权不

得擅自使用并用于经营谋利。音乐

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是他们在创

作和发行音乐作品时的重要保障，

他们的权利受法律完全保护，且必

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售卖储存有音

乐的车载U盘，必须得到相关音乐

著作权人的允许，否则将要承担相

应的侵权后果。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

作权属于作者，另有规定的除外。

南海文化执法支队依法对侵犯著作

权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保护了音乐

作品的著作权，起到规范市场、鼓励

创新、助推产业发展的作用。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有下列侵

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本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侵权

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

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无

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

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

设备等，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

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

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五万元的，

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

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

众传播其作品

的，本法另有规

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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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横岗社区举行“清凉西瓜沁心田”活动

推选西瓜王 过足“吃瓜瘾”

仙岗烧番塔当上电影“主角”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燃烧的番塔》到丹灶仙岗古村拍摄取景

狮山这片广袤的土地，蕴藏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千年古

驿官窑、中国传统村落璜溪……

还有很多散布在村落里的古建

筑、古石刻、古遗迹，一砖一瓦，

无一不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时代

变迁。

在开村至今已有700多年

历史的七甫社区，现存传统广府

民居100多座。人字硬山顶、青

砖清水墙、花岗岩石墙脚及门框、

趟栊木门……这些古建筑出现

在街巷之中，让人目不暇接。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陈氏宗祠。

皇帝赐建牌坊的宗祠
陈氏宗祠始建于明弘治十

二年(1499年)，清乾隆五十八

年(1793年)重修，1995年、

2008年再次重修。陈氏宗祠为

三进院落，总面积470多平方

米，其建筑风格独特，前殿正门为

牌楼门，上层有木刻“恩荣”牌匾，

下层有“陈氏宗祠”牌匾，层层“斗

拱”叠加，好像朵朵莲花盛开，因

此又被称为“莲花托牌楼”。

相传这个牌楼门是为了纪

念七甫村先祖——明朝嘉靖甲

午举人陈道所建。陈道在任南

京扬州府如皋知县时平定匪乱，

深受百姓拥戴，后因得罪权贵受

到排斥，于是提前告老还乡。皇

帝为表其功德，加赐金银为他建

造“恩荣”牌坊。

这座历经500多年风雨的

古宗祠坐北向南，宗祠前方是一

个池塘，池边是高1米长8米的

石雕栏杆，雕刻着麒麟起舞、双

狮戏球、牡丹怒放、骏马腾跃等

精美吉祥图案，故其又俗称栏杆

祠。

这样用池塘将祠堂“拦”起

来的设计十分独特，寓意“拦

官”。陈氏家族的祖训是“书可

读，不可考；田可耕，不可置。”陈

道最初的愿望是希望子孙远离

官场，避免争斗。但时代的变

迁、外敌的入侵，又使得陈氏后

人毅然挺身报国。

十里官窑片区的亮眼名片
陈氏宗祠于2006年入选

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
入选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祠

堂内珍藏着拥有500多年历史

的题词画作，其中包括伦文叙、

湛甘泉、庞尚鹏、卢梦阳4位明

代名宦为陈氏先祖画像所题的

墨宝真迹。

这座古宗祠以独特的建筑

布局，成为岭南宗祠的佼佼者；

而作为一座皇帝赐建“恩荣”牌

坊的宗祠，更是十里官窑片区一

张亮眼的名片。

十里官窑片区是南海区“三

带三区”文旅发展新格局中郁水

官驿文化带和大桃园产城活力

区的核心地段。目前，狮山正全

力打造南粤古驿·十里官窑项

目，盘活千年窑文化。

按照规划，南粤古驿·十里

官窑项目以“官窑水泥厂”与“官

窑老街区”为双核辐射成面，连

片规划，分期打造，分江滩闲趣、

文风雅韵、古驿风华、乡野于趣

四大板块，十里各自对应10个

一级产品。目前，项目首期精华

段基本建成。第五里“古驿禅

院”重现凤山古庙风采、驿园路

一期改貌提升工程上半年亦将

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第六里沿

江路公园已建成开放。

在不久的将来，“十里官窑”

的每一段路、每一座桥、每一个

码头都将成为公共艺术空间，让

大众感受生活与人文艺术的无

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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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七甫社区陈氏宗祠：

历经五百载风雨 曾被赐建“恩荣”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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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农展示优质的马洞西瓜。

■陈氏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