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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邻右里

近日，笔者随唐边村委工作人

员拜访了 90 岁的老党员。多年来

独立生活的他，身体依然健朗，连

看书都不用带戴花镜。他的家很

简朴，客厅壁柜上只简单地摆放

着毛主席塑像、一台旧式黑白电

视机及看不出年代的收音机。而

老人最宝贝的东西就是柜子上那

厚厚的一沓本子，有记事本、村史

回忆录等。“日记内容包罗万象，

大到国家的历史人文，小到村里

的人和事，想起来就写，无论多

晚，写完了心里才顺畅，才能踏踏

实实地睡觉。”唐剑津说。

唐剑津一直在唐边村工作，

退休后闲来无事也经常帮村里干

些活儿，偶尔去打篮球、看粤剧、

踩单车兜风。逢村里办喜事、过

节 都 会 挥 毫 泼 墨 ，帮 村 民 写 喜

帖、挥春。但从 2000 年开始，唐

剑津开始发现自己容易忘事，记

忆力越来越差，让他有点苦恼。

自 从 那 时 起 ，他 开 始 每 日 写 日

记。他的日记主要以回忆为主，

记忆中的人事物、随时想起来的

事……他都用写日记的方法来记

住，没想到效果很好。

九旬老党员坚持“做功课”
让唐边村唐氏族谱“重生”

“一连几天，村里清理了几大车垃圾、杂物，环境比以前干净舒适很多”、“地处唐边仁厚村前，
有小溪一条，清甜可口的泉水源源不断......”狮山镇唐边村 90 岁的唐剑津有个习惯，喜欢用纸笔
记录村中的历史和人事物，“哪怕只记一两句话，我也要写下来。 ”

把村史写进日记 写完才踏实睡觉

翻看老人的日记，里面是密

密麻麻却工工整整的字句。唐剑

津翻开其中一本《唐边文史资料

1》，里 面 清 晰 地 记 载 着 从 前 的

“唐边八景”，即家楼望月、瓦窑

稻熟、罗岗烟雨、坑源碧水、古庙

钟声、福寿春山、长塘反照、白鹤

松园。“这八景使以前的唐边村

特别美，而且环境舒适，曾一度

吸引不少华侨夏天归来避暑。”

“最重要的是唐氏族谱，村里

只有自己还记得，自己把它当成

‘功课’来做，每日写一点，陆陆

续 续 花 了 两 年 多 时 间 才 基 本 还

原。”唐剑津介绍，族谱被毁很多

年，现在得以还原，很多族人也

因此能够重聚，很珍贵。

随着年龄增长，老人记日记的

字数越来越少。“现在主要手不听

使唤，握笔一会儿手就开始抖个

不停。”唐剑津说，现在主要是看

书、看报，而每个月的《新时代南

海 家 书》及 每 期 的 党 报 是 必 看

的。“每看到有用、有趣的内容自

己就记下来，就像上私塾做功课

一样，这些已经成了习惯，只要还

能够拿笔，自己就坚持写下去。”

还原被毁多年的族谱 让众多族人得以重聚

撰文/摄影 李福云

2009 年，毕业不久的谢健

华通过考试进入石澎村当村

委 后 备 干 部 ，初 出 茅 庐 的 她

一 接 手 就 被 委 以 重 任 ，协 助

村 书 记 和 主 任 开 展 征 地 工

作。要知道征地工作对很多

老干部来说都是村居工作的

“难啃的硬骨头”，作为新人，

谢健华每天都认真跟着领导

协调各方关系，“那时是个快

速 成 长 期 ，每 天 遇 到 的 情 况

都 是 新 的 ，处 处 都 是 学 问 。”

谢健华回忆道。

她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在 广

珠铁路征地期间独自到村里

摆 摊 公 示 ，等 待 村 民 前 来 询

问和表决。谁知一位村民上

来不由分说要夺走谢健华手

中 的“ 表 决 纸 ”，谢 健 华 也 紧

紧将表决纸护在怀内，“当时

一个小女子要和比自己年长

的 大 哥 起 争 执 确 实 有 点 害

怕，但我很快镇静下来，和大

伯说明情况，动之以情，晓之

以 理 ，后 来 大 伯 也 慢 慢 理 理

解 我 们 真 心 为 村 民 服 务 ，为

村委服务，转为支持我们。”

自 2016 年起，石澎村开展

“南三合作区”全征地工作，由

于涉及到各方切身利益，村党

员、代表、群众各种猜测、各种

谣言不断。已经是石澎村委

会党委委员的谢健华再次走

到征地第一线。她吸取了当

年的经验，与其让不明真相的

村民传播谣言，不如主动走到

群众中去宣讲政策，让相关政

策、法规能全面地、正确地呈

现在公众面前。

于是，谢健华在石澎村党

委书记、主任的带领下，快速

组 织 村 内 5 个 经 济 社 的 户 代

表分批到村委会进行政策宣

讲，将村中的财务制度，资产

招租，工程投标、征地补偿款

的 收 支 审 批 流 程 等 全 部 公

开 ，通 过 文 件 解 读 、案 例 分

析 、宣 传 片 播 放 和 问 答 互 动

环 节 ，村 民 更 加 容 易 理 解 政

策 内 容 ，信 息 的 透 明 化 令 宣

讲 会 整 体 效 果 显 著 ，营 造 一

个良好的议事氛围。

通过一系列宣讲活动，村

民 的 观 念 也 扭 转 过 来 ，主 动

参 与 到 村 中 大 事 的 决 策 当

中。 2017 年 11 月石澎村已经

全部完成了征地指标。

石澎村“大忙人”十年如一日为村民解忧
记得认识谢健华，大约是三年前的一个村级活动上，她忙碌

地应付着各种小朋友提出的问题，见缝插针和笔者聊上几句，并

留下微信方便日后沟通。但工作分工关系，笔者与她见面甚少。

一晃三年过去了，谢健华变化颇大，她成了一位三岁小孩的

母亲，她的工作身份也不同了。但不变的是她一如既往的忙碌

状态。征地忙，活动策划忙，“三清三拆”忙，党建忙……十年来，

她深深扎根基层，用她的勤劳和智慧，为石澎村出尽力量。

征地工作排头兵

别看谢健华平时处理的都

是村中的“大事”，作为妇女主

任的她还常常要处理不少家庭

的“小事”。“下班后，往往会收

到家庭纠纷、夫妻不和、儿童教

育 等 问 题 ，我 无 论 多 晚 都 会 耐

心 做 大 家 的 思 想 工 作 ，调 解 家

庭纠纷。”谢健华说。

石澎村是南海区妇联参与

基 层 治 理 试 点 村 之 一 ，谢 健 华

也特别注意村中姊妹议事能力

培 养 ，曾 多 次 邀 请 专 家 到 村 中

为 妇 女 开 培 训 班 ，提 高 妇 女 参

与 村 委 事 务 的 积 极 性 ，鼓 励 妇

女 从 家 庭 解 放 出 来 ，做 村 委 工

作的讲解员和宣传员。

“女性参与进来议事有很多

优势，她们柔性的一方让人觉得

好沟通，同时决断力、执行力强，

我们村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村

中姊妹的热情参与。”谢健华表

示，接下来计划开展妇女知识竞

赛，让更多妇女参与村委的运作

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撰文/摄影 何万里

村中姊妹“和事佬”

谢健华谢健华

唐剑津翻开记事本唐剑津翻开记事本《《唐边文史资料唐边文史资料11》》给来访者看给来访者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