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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打造““文武双星文武双星””IPIP
推动农文旅振兴推动农文旅振兴

西 樵 镇 岭 西 村

“时隔10年再访
西樵岭西村，特意来
黄飞鸿狮艺武术馆看
表演，这里浓厚的武
学文脉氛围再次震撼

了我。”9月11日，来自深圳的李建设“跟团游”，看完狮
艺武术表演后有感而发。

在西樵镇岭西村，每一个“李建设”都能找到刻在
中国人DNA里的中华武术魂、田园诗画梦。武术宗
师黄飞鸿、画坛宗师黄君璧均是岭西村禄舟人，这里不仅名
人故居这样的物理建筑保留完好，更先后滋养了抗日志士麦
君素、白眉武术非遗传承人谭学广……“精忠报国”的精神底
色代代相传。

文武双全，无疑是岭西村最大的“王牌”。岭西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梁少欢表示，岭西将以党建引领
带动人居环境整治打好“基础牌”，依托文武双星串起乡村游
用好“双王牌”，让返乡创业的乡贤志士爱上家乡从而留住
“关键牌”，打造农文旅全面振兴的“文武岭西”，擦亮佛山市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第二批典型培育村这一“金
字招牌”。

“我们村环境越来越好了，

希望有更多人来玩。”9月11
日清晨，81岁的村民黎爱弟在

岭西村羔舟经济社党群服务站

旁席“阶”而坐，与“老姐妹”话

家常。

3天前的9月8日，黎爱弟

身后的岭西村羔舟经济社党群

服务站里，“红马甲”热情地接

待了来访的村民群众。这是每

逢8日、20日都会开展的“红棉

议事厅”，至今已连开6年。

在岭西，“红棉议事厅”实

现了全村17个经济社党支部

“全覆盖”。由经济社党支部牵

头、村委会列席，听民声、解难

题、谋发展。近年来，岭西村举

办了多场“红棉议事厅”鱼塘开

发大讨论，广泛收集民意，带动

群众从“双手插袋”到“埋膊出

力”，以超99%的同意率通过集

约640亩连片鱼塘改造方案，

土地年租金提升3倍。

在“三资”管理工作中，岭

西村还运用“红棉议事厅”重要

事权清单管理制度，结合集体

资产“一册一档”管理办法，打

造出西樵首宗农村集体资产市

级网上竞投项目，经过136轮
竞拍，租金翻了一番成交。

党建引领“一根针”，串起

基层“千条线”。岭西村充分利

用政策，17个经济社基本全面

落实“分六留四”，推动集体经

济反哺农村，缓解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资金压力，羔舟经济社

村口公园、麦家祠堂公园及一

河两岸设施建设等人居环境整

治工程纷纷“上马”。

同时，岭西村修订完善村

规民约，常住人口按人均200
元标准收集用于卫生保洁，将

卫生管理主体责任回归到经济

社，让岭西由“一时美”走向“持

续美”，在全市人居环境两次抽

查中，均排名前三。

9月11日下午，岭西村禄舟鼓

声阵阵，从深圳开来的大巴车停在

村口，游客们摩肩接踵，涌入黄飞鸿

狮艺武术馆。

威武雄狮，身披锦绣黄金甲，飞

高桩、走钢丝、采高青，翻挪腾跃，如

履平地，技艺高超，刻画细腻……南

狮表演是黄飞鸿的绝世功夫，黄飞鸿

狮艺武术馆特设龙狮团和武术团，每

天为游客表演狮艺和武术。来自深

圳“跟团游”的李建设看完后连呼：

“震撼！自豪！还想看！”紧接着，李

建设和团友们走进馆内的宝芝林、百

草堂、黄飞鸿史迹陈列馆、关德兴纪

念堂等地，一探究竟。

坐落于西樵山下的岭西村禄舟

人杰地灵，孕育出一代武林宗师黄飞

鸿，为弘扬黄飞鸿高尚的武德医德，

于1996年兴建了黄飞鸿狮艺武术

馆。今年，随着“广东千古情”的爆

火，西樵山及其山脚下的黄飞鸿狮艺

武术馆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他们纷纷踏足生养黄飞鸿的热

土，找寻飞鸿故里的精神坐标。

在黄飞鸿狮艺武术馆不远处，

就是黄飞鸿故居。这座位于巷道

三岔口正中央的红砖房，仍有黄飞

鸿家族的后人在居住，门前花团锦

簇，呼应着“绿美广东”建设的时代

召唤。

“人间岁月闲难得，天下知交老

更亲。”信步向前，在另一条巷道邂

逅黄有恒堂君璧纪念馆，映入眼帘

的是这副对联。踏入主厅同样镌刻

着一副对联，上书“结交天下贤豪

士，长作烟波江上人”，主厅四周及

二楼都陈列着黄君璧的国画作品，

尤以山水画气象万千。

画坛宗师黄君璧与张大千齐

名，徐悲鸿赞誉其山水画为“天下第

一”。黄君璧30岁与徐悲鸿订交，

32岁与张大千订交。1944年冬，

徐悲鸿特意画《鸡鸣图》赠黄君璧。

他与张大千的友谊则超过了半个世

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曾经

担任宋美龄的书画老师。

“黄君璧是我三叔公，他心怀天

下，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岭西村

十二经济社村民黄展超说，今年57
岁的他时常来此欣赏三叔公黄君璧

的画作、诗词，平日里以养鱼为生，在

黄君璧“自比为长松、风摧雨撼倍坚

顽”的精神追求滋养下，家族兴旺。

岭西村不仅有一文一武两张

“王牌”，还有一兄一弟抗日双雄。

在岭西村羔舟经济社，坐落着麦君

素、麦永坚故居。68岁的同乡谭玉

婵继承家公遗志，32年如一日地看

护这座故居，每当有人循迹而来，她

都热情迎接、义务导赏。

抗战时期，麦君素与麦永坚两

兄弟被党组织派回家乡岭西村羔舟

经济社，在村内麦氏宗祠开办的明

德小学任教，建立秘密交通站，白天

授课，晚上秘密开会，点燃革命火

种，壮大南海、三水一带的抗日力

量。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在明德小

学这个革命阵地，一批中共党员积

极发展党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等斗

争，为南海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麦君素两夫妻去世时，双双将

遗体捐献出去，思想很先进。”谭玉

婵感慨道。岭西村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张国燊也动情地说：“在麦君素

与麦永坚的革命精神浸润下，羔舟

风气最正，每年送兵都很积极，保家

卫国之信念代代传承。”

在岭西村十三经济社，村民

黄永强与同乡凝聚起一帮“足球

小子”，把岭西村青少年足球训练

基地打理得有模有样，并带队在

西樵村居足球锦标赛中三次问鼎

冠军。基地里，一整面墙摆满了

大大小小的奖杯。

“夺冠的背后，最重要的是队

员们三观一致，如果一定要有一

个精神内核，那可能是‘传承’。”黄

永强说，以往一赢得奖杯就会摆

在祠堂里，宗族里的人们津津乐

道、兴致高涨、愈发团结。

当前，基地在册球员约 60
人，其中超过一半是岭西村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村里热爱

踢足球的人一起成立了岭西足球

俱乐部，黄永强任理事。多年来，

每当有球赛或日常练习，总有“老

队员”来现场观看，年纪最大的已

有55岁。“我们想让小球员们戒

骄戒躁，每当觉得自己踢得很好

时，就看一看球场边的老球员，学

习前辈们坚韧不拔、不断攀高的

体育精神。”黄永强说。

“虽称作岭西足球俱乐部，但

我们没有老板，或者说这里人人

都是老板。”黄永强说，自成立至

今，俱乐部的所有参赛、活动资金

均由队员众筹而来，但仅限于参

加工作的人，仍在上学的学生队

员不需要出资，待学成踏上工作

岗位后才会参与众筹。此外，黄

永强还连续多年义务到听音湖小

学训练女子足球队，带领她们征

战四方，赢得许多大奖。

武术风盛行的岭西，还孕育

了南海白眉武术非遗传承人谭学

广，他在村内创办了南海白眉武

术馆。“当年我的叔叔谭学广在广

州当警察，学了白眉拳后回来教

给我们，我们很快都爱上了这项

可以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运

动。”岭西村第五经济社党支部书

记兼社长、南海白眉武术馆秘书

长谭嘉潮回忆道。

岭西村武风兴盛、文脉悠长，

在十四经济社村民张敏添心里埋

下了做强家乡农文旅产业的种

子。张敏添生于1983年，在广

州学成后成了一名设计师，曾连

续七年为拥有迪士尼授权的服装

公司设计季度系列服装，而后创

业做过对外贸易、品牌策划，直到

两年前返乡创办优脉文化军训拓

展基地。

当前，该基地主要开拓学生

军训研学、成人团建派对业务，在

刚刚过去的暑假首次开设“王牌

少年7天训练营”，吸引不少广佛

两地的小朋友前来参加。训练营

设计了“真实军校式”的军训课

程，营员们体验站军姿、真人CS
对战、捉鱼野炊，且开展了“岭西

村一日游”，全程在基地吃喝玩乐

体验，反响热烈。

“我们基地最大的特色就是既

能开展农业采摘体验，又能开展非

遗狮头制作等有文艺范的课程，还

能带大家在岭西村研学，还可以同

时容纳500人用餐、休息。”张敏添

说，每当市场上有农文旅研学需

求，他和团队成员都会用心听取对

方希望获得什么，从而开展“头脑

风暴”为对方定制课程。

南海美术家协会荣誉主席张

明基返乡开展国画指导、部分青

年回乡开茶啡馆……在一批批热

心乡贤、青年的示范带动下，越来

越多乡贤返回岭西村创业、投

资。今年，乡贤捐资近50万元，

支持岭西村举办龙舟赛、醒狮大

赛、篮球赛等文体活动84场次，

推进公园和党群服务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升级15项。

梁少欢表示，接下来将持续

打造“武有黄飞鸿，文有黄君璧”

的文旅IP，擦亮“文武岭西”品牌，

以文化赋能汇聚共治力量，推进

公园和党群服务站等基础设施建

设升级，深入推进“绿美佛山”建

设，争取引入高附加值农业水产

配套企业，同时借助邻近“广东千

古情”景区的优势，对村内十多家

农庄进行统一宣传，主动融入佛

山西樵岭南文旅产业集聚区建

设，争创全省“百千万工程”典型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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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玉芝关蕴琪 张国燊 张嘉宜

“红棉议事厅”连办六年
听民声解难题谋发展

打好基础牌

发挥历史名人效应
提高岭西村知名度

用好双王牌

擦亮“文武岭西”品牌
吸引乡贤回乡创业

留住关键牌

■西樵镇岭西村羔舟经济社党群服务站二楼，“红棉议事厅”在此开展。

■黄飞鸿狮艺武术馆特设龙狮团和武术团，为游客表演狮艺和武术。

西樵镇岭西村优美的人居环境。通讯员/李均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