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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南海融媒携手西

樵山书院，与清华大学文化创意

发展研究院的专家团队，联合推

出“岭南少年系列”研学课程，带

领学子们走进岭南文化腹地

——西樵山，开启融合学术深度

与西樵山在地文化的研学之旅，

一同探寻西樵山的秘密。

启动仪式现场，“百万学子

游南海×岭南少年使者”联合品

牌行动发布。来自桂城街道文

翰实验小学、九江镇沙头中心

小学、西樵中学、丹灶镇罗行小

学、狮山镇小塘中学、大沥镇沥

雄小学、里水镇旗峰小学的七

位校长代表担任“百万学子游

南海×岭南少年使者”文化导

师。西樵山书院执行院长殷秩

松、南海融媒副总编辑刘海波

为文化导师授旗。

据介绍，岭南少年使者研

学项目是以岭南文化传承为核

心，应用“少年使者”研学体系，

面向中小学生的研学课程。该

项目将通过探索、学习、传承晋

级课程体系，让学生深入了解

岭南文化的历史艺术、民俗等，

培养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

刘海波表示，希望通过研

学游活动，让广大南海学子亲

身感受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增强文化自信。研学实践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在

“行走的课堂”中培养社会责任

感，使他们成为岭南文化的传

播者和守护者。

南海一汽大众铁路专用线项
目配套用房一期工程启动

打造智慧仓储中心
和集拼分拨中心

珠江时报讯 记者彭燕燕 通讯

员詹柱华报道 2月22日，广东南海

一汽大众铁路专用线项目配套用房

一期工程启动，标志着狮山“五城”

之一的佛山国际物流商贸城——外

贸城的建设迈出坚实一步，同时为

区域物流降本增效注入新活力。

该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89亿元，将采用先进的“坡道+电
梯仓”模式，建设二层坡道库和三层

电梯库，总建筑面积达4.88万平方

米，可租赁面积约4.05万平方米，

致力于打造佛山业态高端、功能齐

全的智慧仓储中心和集拼分拨中

心。

依托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

枢纽两大核心项目——佛山国际陆

港和官窑铁路枢纽（一汽大众铁路

专用线）的运营优势，项目建成后将

有效满足周边制造业核心零件长期

备货存储需求，以及跨境电商快速

出口的短中期存储和快速周转需

求，促进片区物流降本增效，为区域

产业协同、集聚和转型升级提供强

有力支撑。

据介绍，项目所在区域为狮山

“五城”之一的佛山国际物流商贸城

——外贸城范围内，片区与京广、广

深、广茂铁路相连接最终并入全国

铁路干线网，内有佛山一环和一汽

大众铁路专用线、佛山国际陆港以

及官窑铁路枢纽，汇聚了集配、跨区

综合物流服务、国际供应链服务、货

物出入境口岸通关综合服务、园区

商贸、跨境电商等多种业态于一体，

项目的建设将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

本和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

撑，进一步为狮山发展国际物流商

贸提供良好支撑。

参加亲子地名研学游
全程免费还有赠礼

珠江时报讯 记者戴欢婷 通讯

员蒋素媚报道 跟着南海地名，读懂

“岭南山水”。记者从南海区区民政

局获悉，3月1日，南海区民政局将

举办 2025年走读南海地名文化

“梦想少年团”活动，有20个免费亲

子研学名额，更有礼包赠送，快来报

名！

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蕴

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承载着

人们的情感传承。一个长期形成的

地名，是一个地方独具特色的人文

符号。

新的一年，南海将以“百千万工

程”牵引城产人文高质量融合发展，

强化科技、人文双轮驱动，建设“岭

南山水、智造重镇、文化福地、改革

先锋”，奋力打造人文经济引领区。

在此背景下，为了丰富南海青

少年读懂南海的“打开方式”，2025
年走读南海地名文化“梦想少年团”

活动将在3月1日开启，认识“岭南

山水”，读懂“你的名字”。

在熟悉的街上认识一座城，本

次地名研学将走近狮山镇高边璜溪

村，该村始建于元初，李姓先祖李

纯斋在广州为官，南宋亡后避居此

地开村。据传因开村之初挖河涌

时挖出大量黄泥故称“小黄泥”村

（亦有记为小黄坭和大黄坭），民国

时期改称璜溪村。位于村口的璜

溪炮楼为南海区不可移动文物，青

少年们可以在这里穿越古今，感受

文化魅力。

狮山作为南海大学城所在地，

本次研学还将走进位于广东东软

学院内的数字影视技术科普基地，

少年团可以亲自VR、配音等体验

从电影的历史长河中感受现代技

术的发展进步，了解影视文化的技

术革新之路。青少年们可以在这

里深入探索其背后的科学原理与

艺术奥秘。

从即日起至 2月 25日，本次

地名亲子研学活动将通过线上免

费报名，仅20个名额先到先得，快

来报名!

在堆满竹篾彩绸的工作台

前，佛鹤狮头扎作非遗代表性

项目传承人叶競循手握竹刀，

将一片青竹削成薄如蝉翼的篾

条；随着布满茧纹的手指灵活

翻动，篾条游走在他的掌心，弯

出漂亮的流畅弧线。

“我们这里扎的，叫南狮，

也叫醒狮。”叶競循手上的活

计不停，一边娓娓道来。他所

在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据

记载是南狮最早最正宗的发

源地。叶競循家族四代均以

狮艺制作为业。改革开放初

期，他与父亲、兄长就在南海

合资开办手工作坊，制作各类

狮头。

“那时村里处处是扎狮架、

蒙彩纸的工棚。”父辈的狮头扎

作技艺精湛，叶競循自幼耳濡

目染；每逢节庆看到舞狮活动，

更是兴奋异常，“我自己十四五

岁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学舞狮

了”。顺理成章地，他走上狮头

扎作的职业道路，一干就是40
多年。

“南狮狮头又有流派，传统

上分佛装与鹤装，分别流传于

佛山和相邻的鹤山。”看叶競循

扎狮头，能跟着学很多知识：佛

装威武但重达 8斤，对舞者体

力要求极高；鹤装轻便但造型

单薄，难显狮舞神韵。

“能否创新样式、改进工

艺，尽可能把这两种狮头的优

点结合在一起？”边做狮头边舞

狮，叶競循萌生了新想法。通

过多年的不断摸索，他成功在

传统狮头扎作技术的基础上，

对材料、工艺和外观进行了改

进和创新，在完整保留传承经

典南狮特色的基础上，融入“鹤

装狮”鹤眼、长嘴的特点，开发

出兼具两者特点的新品种——

佛鹤狮头。

他拿起一套传统的佛装狮

头，指着眼睛、嘴巴等部位，和

他扎的狮头一一对比。“佛装狮

头竹骨粗重，舞两套套路就压

得后生仔脖颈发酸。我把竹条

削薄、狮嘴收窄三指宽，狮身轻

得像踏云。”叶競循说，这不是

背弃传统，是顺应舞狮技艺和

动作现代发展的潮流。特别是

上梅花桩，更轻的狮头，让舞狮

人在翻跳时更灵活，上高桩也

能灵动自如。

说起来几句话，可这场轻

量化迭代的背后，是近乎苛刻

的工艺坚守。狮头扎作需经历

扎、朴、画、装四大工序，仅“扎

狮”一环便需削出近百根竹篾，

鼻梁弧度差一毫，狮头神韵便

失千里。叶競循用了 3年时

间，单竹篾弧度就试验了上百

种。最终改良后的佛鹤狮头仅

重4到5斤，既牢固威猛，又轻

便灵活。

据南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南

狮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

来；五代十国后，随中原移民南

迁传入岭南地区。2006年，醒

狮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同时，南海区还设立“大

师工作室”，联合职校开发非遗

课程培育传承人才。

“这门老手艺，又被年轻一

代的热情重新‘唤醒’了。”看着

眼前的热闹场景，叶競循欣慰

地说。

2月23日，《人民日报》第5版人文专题报道南狮文化与佛鹤狮头扎作技艺。同版被关注
的，还有哪吒等热门话题。全文如下：

编者按

传扎作技艺 显南狮神韵

2025“百万学子游南海”春游研学季启动

线路产品全面升级 邀你解锁“宝藏南海”

参观南海博物馆、石燕岩、

天湖公园、四峰书院遗址、探索

西樵山地质地理……当天，“百

万学子游南海”春游研学季启

动。来自西樵实验小学、西樵

中学的60多名师生，聆听北京

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

主讲的“百万学子游南海”开学

第一课，西樵实验小学五年级

优秀学子代表团作为2025年

首团，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文

旅研究中心顾问林国玄和西樵

山书院导师施建仪带领下，开

启西樵山地质地理探索之旅。

由西樵实验小学五年级

30名优秀学子组成的首发团，

有序参观了南海博物馆。丰富

的馆藏文物与详实的历史资

料，宛如时光的纽带，让学员得

以触摸历史发展的脉络，感受

岁月沉淀的厚重。

当天下午，学员们向本次

探索之旅的核心区域——西樵

山进发。在石燕岩，学员们乘

船探秘明代采石场遗迹。该遗

址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

大、最完整、最宏伟的水下古代

生产遗址。这次乘船探秘石燕

岩的经历，就像一把钥匙，打开

了大家对古代采石文化认知的

大门。

在天湖公园，学员们

的目光瞬间被独特的火山

口湖地貌所吸引。学员们

还走进天湖地质博物馆，

一边听导师讲解，一边通

过馆内丰富多样的展品、

生动形象的展示手段，了

解西樵山悠久的地质历史

与独特的地质遗迹。

到达四峰书院遗址，

学员们仿若穿越时空，置身于明

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往昔盛景之

中。在这里，学员们在导师的引

导下，分享了本次研学的收获。

“这次旅行简直太精彩

了！以往只能在书本上看到关

于火山和历史文化的知识，这

次来到四峰书院遗址，走进天

湖地质博物馆，那些抽象的知

识一下子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西樵实验小学503班学生刘子

夕满脸兴奋，激动地分享道，

“回去后，我一定要把这些奇妙

的经历分享给同学们，让大家

也一起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

本次西樵山地质地理探索

之旅，是“百万学子游南海 岭

南少年使者”联合品牌行动的

一次生动实践与成功范例。它

以自然为课堂，以历史为教材，

让学员在亲身实践中深刻感受

自然与历史的魅力。

“西樵山是一座精神的灯

塔，它激励同学们做本土文化

的解码者、文明对话的桥梁、永

续发展的守护者。”西樵中学教

导主任吴杞棠表示，“通过活

动，学生触摸到了珠江文明的

根脉，更让我们看见文化在时

代中的新生。”

“希望通过持续开展‘百万

学子游南海’活动，让更多学子

了解家乡、爱上家乡、传播家

乡、建设家乡。”刘海波表示，

2025“百万学子游南海”将全

面升级，“欢迎各个学校、各位

家长积极参与，我们将因地制

宜、因材施教地DIY个性线路，

满足大家的多元需求。”

2024年9月，南海融媒策

划推出“百万学子游南海”系列

活动，打造特色主题研学路线。

2025年，“百万学子游南海”将

对线路、产品进行全面升级。

线路开发方面，活动将推

出系列原创主题研学产品，包

括创新开发“龙超少年”线路，

解锁南海龙舟、醒狮长盛不衰

的密码；乘建设“环两江先行

区”的东风，开发“水上南海”系

列研学产品，以“水脉”为切入

点，探秘不一样的南海。

其中，自然景观研学线路

将带领南海学子穿越山林，邂

逅珍稀的动植物，探寻古老的

地质遗迹，同时领略沿途古村

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感受

大自然与人文历史交织的独特

魅力；科技研学路线将带领同

学们走进南海企业，体验最前

沿的科技项目，与科研人员面

对面交流，深入了解科技原理，

感受南海科技的日新月异，探

索科技的无限可能。

为提升研学活动的品质，

“百万学子游南海”还构建了“目

标群体画像、研学路线规划、课

程与活动设计、资源整合与调

配、师资培训与团队建设、评估

与反馈”六大维度体系，对研学

流程进行全方位提升和优化。

“百万学子游南海”线上平

台也将迎来全面升级改版，通

过优化界面设计和交互体验，

以及改进研学线路和活动内

容，提升其互动性，全面提升用

户的互动、体验感。

推出系列研学课程

构建六大维度体系

春游研学季首团出发

文/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柯凌娜黄金全通讯员陈涛黄浩森冯永枝

线路、产品全面升级，构
建“六大维度体系”，推出“岭
南少年使者”系列研学课程
……2月22日，在“天下之
西樵——西樵山文化品牌”
发布会上，“百万学子游南

海”春游研学季启动。今年，“百万学子游南海”全新启航，创
新开发龙超少年、水上南海研学等系列线路，诚邀广大学子和
家长来解锁不一样的“宝藏南海”。

■“百万学子游南海×岭南少年使者”文化导师授旗仪式。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永程 摄

■首发团学员参观南海博物馆。

■报道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