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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古树环村，碧波荡漾，青砖

琉瓦，古韵悠悠。在罗村社会

管理处的北隅，一座融合传统

与现代的宜居社区静躺于此，

她的名字叫芦塘。这里有厚重

历史质感的古朴建筑，有靓丽

整齐的现代化住宅，更有传承

数百载的孝德精神。

古韵新颜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芦塘面积并不大 ，总共 10
个经济社，论名气，吴村凭其靓

丽的村容村貌远近闻名。

驱 车 驶 入 吴 村 ，一 栋 栋 整

齐 划 一 的 居 民 住 宅 静 静 矗 立

着，车辆在旁有序停放，俨如一

个现代化的封闭式管理小区。

“住在新房子里干净又舒服，叫

我搬出去住我还不愿意呢。”社

区居民招日华笑言，自从芦塘

创建美丽文明村居，软硬件方

面都有了大大的提升。

“小区”只是外壳，吴村还

有着“景区”的内涵。“孝德文

化是罗村四大文化之一，我们

就围绕吴村重点打造‘孝’主题

景观区域，设置了孝经文化墙、

24 孝 街 区 石 刻 、村 居 主 题 花

箱、百孝长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广场等，让所有居民都能

沐浴在孝德春风下。”芦塘社区

党委委员白凤群介绍。

如今芦塘的村容村貌焕然

一 新 。 居 民 推 门 能 看 绿 树 碧

水，抬头能见古韵新颜，加上深

入人心的孝德文化，居民的幸

福感节节上升。

内外兼修
深挖乡村文化内涵

芦塘居民住得舒适，也活得

惬意。自创建美丽文明村居至

今，芦塘社区举办大小文化活动

超过 48 场，有提升美丽文明村

居知晓度的有奖讲座，有结合狮

山公益创投的导赏员发掘营，也

有同喜同乐的文艺演出。平均

每月将近 3 场活动，较创建前的

1.5场提升了足一倍。

“ 以 前 大 家 都 在 家 看 电 视

玩手机，现在优秀文化活动多

了，居民都喜欢走出家门，这是

一大好事。”社区工作人员叶洁

明说，现在街坊们都参与到节

目表演中，一起完成活动，邻里

友爱氛围越发浓厚。

而为深度挖掘乡村文化内

涵，芦塘社区还邀请了佛科院、

区地方志、南海博物馆、区地名

协会等两批专家实地考察，不

断打磨“孝德”文化内核，推进

美丽文明村居建设。“社区还打

算恢复传统民俗‘华佗诞’，以

其为历史基础铺开活动，发扬

乐善好施、邻里互助精神。”白

凤 群 表 示 ，今 后 每 年 的 农 历 4
月 18 日将定为“华佗诞”，通过

系列活动构建健康和谐社区。

宣扬文明
居民争当社区代言人

“塑家风，守孝道，芦塘居

民 创 文 明 ”……5 月 初 ，“ 我 的

村居我代言”佛高区核心区狮

山镇美丽文明村居村规民约展

示发布仪式在芦塘社区举行，

芦塘社区村规民约正式面世。

“这份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浓

缩 了 芦 塘 深 厚 的 历 史 人 文 底

蕴，让芦塘美丽文明村居的特

色更加深入人心。”白凤群说。

活 动 现 场 ，居 民 张 婉 媚 也

成 为芦塘社区的村居代言人。

“我生在芦塘三雅村，那里以前

是一条非常偏僻的村庄。现在

不一样了，交通便捷，道路宽敞

又漂亮，外卖都能直接送到家门

口。”张婉媚自豪地表示，未来会

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将家乡的美

好、特色更好地传播出去。

更 喜 闻 乐 见 的 是 ，芦 塘 社

区还设立了孝德榜，引导居民

向 上 向 善 。 榜 单 包 括 最 美 家

庭、书香家庭、孝心子女、志愿

之星、上进好青年等评选，影响

力也逐渐深远，成为芦塘居民

践行文明的新榜样。

撰文/摄影 杨世聪
通讯员/白凤群

德耀芦塘：注入“孝德”内涵的美丽村居

芦塘设立了孝德榜芦塘设立了孝德榜，，为更多居民树立了榜样为更多居民树立了榜样。。 吴村整洁美观吴村整洁美观，，封闭式小区管理让居民住得舒心封闭式小区管理让居民住得舒心。。

“冥王诞”与时俱进 盛会百年不衰

开 栏 语 由南海区文化体育局主办，佛山市南海区家南海文化发展促进

会承办的 2018 年南海区艺术节之“印象南海——寻找老照片上的文化印记”系列

活动正式启动，现诚邀各位寻找能反映南海历史变迁的新老照片，并积极投稿到

活动指定邮箱 384941783@qq.com。咨询电话:13727459382 卢记者

在温饱难以为继的
年代，白藤人经常东家
柴、西家米，让一年一度
的“冥王诞”能够如常举
行。现在村民们的生活
条水平得以提升，基层
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多
彩，但传统的“冥王诞”
依然百年不衰，并逐步
演变成男女老少皆可参
加的全民健身活动。

近日，“印象南海”栏
目收到狮中白藤村民邓扬
光的投稿，一张上世纪90
年代时拍摄的和一张近年
拍摄的“冥王诞”龙船盛
会图片对比，讲述了“冥
王诞”百年不衰的故事。

撰文/李福云
通讯员 邓扬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基层文化活动的多样化需求也日

益强烈。白藤“冥王诞”开始注入现代元素，开展篮球赛、拔河等各种

老少皆宜、有益健康的文体活动，场面越来越壮观。

每年“冥王诞”要摆上千围，花费近 50万，如果全靠村支持，是很难维

持下去的，且村统筹也很难掌控。为了更好的传承下去，“冥王诞”改由村

集体出资举办，每个家族负责通知及招呼自己的亲朋戚友。村民们都乐

意接受这种方式，而且还会赞助一些资金给村开支，附近的厂企、热心人

士也都大力支持。所以，“冥王诞”到目前仍是一片辉煌，欣欣向荣。

“冥王诞”起源于清代末期，是狮中白藤当地村民一年

一度的民间习俗活动，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每年农

历五月廿十二“冥王诞”的重头戏就是赛龙舟，五人为一

舟，十多艘龙舟一字排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村

里并没有太多的文化活动，但每到“冥王诞”的龙舟赛会，

村里就格外热闹。大家角逐一番后，数千人就在 100 多年

的榕树下共品龙船饭。那时生活条件差，村民将自己家的

米、家禽等捐出，用来招呼大家。

19921992年年““冥王诞冥王诞””白藤村民扒龙船情景白藤村民扒龙船情景。。 近几年近几年，，白藤村民参加拔河比赛白藤村民参加拔河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