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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 ，“ 品 牌 南 海 ，人

才归家”精益营在狮山树本产

业家园开营，三天的时间里，60
名来自南海区各镇街的大学生

不 仅 参 观 了 高 新 技 术 科 研 机

构，还与企业人才、公益明星面

对面访谈。本次活动由共青团

南海区委、共青团狮山镇委主

办，旨在增进南海大学生对家

乡认识，鼓励他们日后回归南

海发展。

●解疑答惑
企业人才分享创业心得

“第一次见到 CEO，有点紧

张，还是他让我们放松些。”回

想起访谈时的情景，中山大学

学生卢文君笑着对笔者说道。

按照计划，她和小组成员采访

的 是 佛 山 众 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CEO 郑仲深，得知对方是中大

的师兄，卢文君向其咨询了学

习专业的问题：“我学的专业是

中法核工程与技术，自己不太

喜 欢 ，还 应 该 继 续 读 下 去 吗 ？

对方给我的建议是，这是一个

培养技术型人才的专业，如果

能继续读，不妨先读完再考虑

别的问题。”

而另一个小组的大学生曾

锐棋也表示收获颇丰：“我们今

天采访的是佛山市晴天视觉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余

炳麟，我问他对创业者来说，机

遇是不是特别重要，他回答说

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行业，创业

根本没机会成功。我学的是财

务管理，但对互联网行业很有

兴趣，之前还和同学参加过创

业比赛，但成绩不太理想，现在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

的地方。”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开

展访谈，活动组织方邀请了佛

山社区传媒集团《狮山树本周

讯》采编人员郭炜，向同学们分

享访谈技巧。

●耳听眼看
切实感受本地发展前景

在 访 谈 中 ，同 学 们 除 了 请

教问题，还了解到不少企业选

择在南海、在佛高区发展的原

因。“对方告诉我们，之所以到

南海发展，除了是自己家乡外，

更看到当前南海正处于高速发

展时期，对这里的未来前景十

分有信心。”卢文君说道。

除 了 访 谈 ，参 与 活 动 的 学

生还来到广工大研究院、罗村

孝德家创益中心等地参观。有

学生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对南

海区尤其是佛高区有了更深入

的认识。“我生活在桂城，以前

连罗村都很少去，还觉得狮山

十分偏僻，没想到这次来一看，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高新技术机

构和企业，这让我发现，原来狮

山这么有发展前景，以后如果

有机会，我也想来这边发展。”

曾锐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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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名企人才 学高新技术
“品牌南海，人才归家”精益营走进佛高区

兴贤古墓故事多 我说你来听

墓前蹲“石牛”有太婆没太公
说 起 古 墓 ，有 人

会想起各路“摸金校
尉”，有人则想到武艺
高强的“小龙女”，而
兴贤的古墓虽没这么
有传奇色彩，但各种
有趣的故事也不少。
日前笔者在兴贤社区
的帮助下，联系到现
居深圳罗村吴氏子弟
吴金全，尽管人在外
地，却十分关心兴贤
的历史文化，退休后
整理了许多关于兴贤
古墓的资料，让更多
人能了解当中承载的
历史。

两只“石牛”透露古墓年代

在兴贤吴必寿夫妇合葬

墓前，除了常见的石碑，还

有 两 个 带 拱 顶 的 石 制 物 颇

引 人 注 目 。 这 两 个 石 制 物

有大半个人高，紧紧地靠在

一起，后半截嵌入土中，前

面 则 未 见 刻 有 文 字 。 吴 金

全告诉笔者，有些地方把这

个东西称作“石棺”，而本地

土话则称为石牛。

吴金全解释，石牛在宋、

元、明时期的墓地中曾相当

流 行 ，比 如 在《吴 边 族 谱》

里，就出现过“三墓合葬石

牛”等语，而在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期间，珠海金湾区

平 沙 镇 也 发 现 一 处 神 秘 的

石棺群。然而目前在南海，

带 有 石 牛 的 古 代 墓 葬 已 十

分罕见。

对于石牛的作用，清代

进 士 吴 祖 昌 编 的《释 褐 房

谱 》里 ，曾 说 到“ 丹 七

公······墓在大岗头，用石

牛为坟，取经久也。”意思是

古人造石牛，是为了取个牢

固的好意头。

“太婆墓”隐含族群变迁

事实证明，吴必寿夫妇合葬

墓的石牛确实牢固。在佛山市

南海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大沥兴贤村北宋吴必寿

夫妇合葬墓的鉴定处理意见》

的批文里提到，古墓的地表建

筑曾受到严重破坏，但专家发

现，目前的石牛是宋元遗物，这

对确认古墓年代起到了重要作

用。

在吴必寿夫妇合葬墓附近，

是吴门关氏太婆墓，该墓原本

位于小洞马头岭，为配合道路

建设需要，于 2004 年迁来现址。

吴金全告诉笔者，在南海吴

氏族群里，一直有这样的传言：

“ 只 有 太 婆 山 拜 ”、“ 无 太 公 山

拜”，主要原因是兴贤太公吴必

寿的父亲明彝公，早卒于珠玑

巷，而前文提到的丹七公和关

氏，分别是明彝公的兄弟与妻

子。后因胡妃之乱，丹七公与

关氏带上家人南迁，其中关氏

带着三个儿子之一的吴必寿落

籍兴贤，而丹七公则在罗村安

家，随后成为罗村吴氏的始祖。

望助更多人了解家乡

吴金全表示，尽管自己居住

在外地，但一直十分关心家乡，

尤其是历史文化，现在他希望

能 通 过 提 升 对 古 墓 的 保 护 等

级，增进大家对家乡的了解和

感情。

“ 我 对 兴 贤 古 墓 产 生 兴 趣

后，翻阅了很多资料，其中在清

朝道光朝《广东通志》和光绪朝

《广州府志》，均提到在 大 團 岸

门 岭 的 朝 奉 吴 必 寿 合 葬 墓 ，清

朝 南 海 县 并 没 有 叫 大 團 的 地

方，因此可以认定这指的就是

当时兴贤所在的大圃堡，可见

吴必寿墓在当时也算是省级文

物了。古墓承载了关于兴贤由

来的历史，我希望通过保护，让

更多人增进对南海、对家乡的

了解和感情。”吴金全对笔者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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