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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南国风
今 年 是 东 莞 图 书 馆 开 馆 10 周

年 ，也 是 东 莞 市 民 学 堂 开 讲 10 周

年。10 年来，东莞市民学堂累计举

办 各 类 公 益 讲 座 、培 训 、沙 龙 活 动

1500 余场，直接受众 300 余万人次，

已成为东莞市十大学习品牌。站在

新的起点，东莞市民学堂如何继续走

向下一个十年？这是我们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举办的类似的学

堂、论坛、讲座举不胜举。但是，有不

少活动就像一阵风，刚开始挺热闹，

新鲜劲一过，听众越来越少。为什

么？因为这些活动不仅缺乏清晰的

定位，内容也大同小异，实际作用不

大。前来讲座的都是某一学科、某一

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面对很多缺

乏专业基础知识的听众，要想在短短

的两三个小时内把某一问题讲深讲

透，不太可能。讲座者只能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讲一些皮毛，而这就导

致讲座内容“通稿化”，陷入“千讲一

面”的窠臼。由于没有结合当地的

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

少讲座演讲人不变、演讲内容也大

同小异，变化的只是讲座的时间、地

点和对象。这样的讲座效果如何，

就可想而知了。

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市民进行

知识更新，从而提高素质。于个人

而言，只有素质提高了，才能内心强

大，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于国家而言，只有全体国民

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变得强

大，前提是要树立自信。小到一个

人，大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最怕

的就是没有自信，因此，通过邀请专

家、学者讲课，增长市民的见识，培

养市民的自信，才应是各种论坛、讲

座的应有之义。

东莞市民学堂开办 10 年来，已

经拥有了一大批“粉丝”，有不少年

长的市民几乎一场不落，成为学堂

最 忠 实 的 拥 趸 。 从 听 众 的 年 龄 来

看 ，成 年 听 众 占 绝 大 多 数 ，而 最 具

发 展 潜 力 的 青 少 年 群 体 往 往 被 忽

略 。 青 少 年 具 有 很 强 的 接 受 能 力

和可塑性，所以，我们的论坛、讲座

在 策 划 选 题 、邀 请 嘉 宾 、组 织 听 众

等方面，还应该多面向青少年。通

过 讲 座 ，培 养 他 们 的 自 信 ，拓 宽 他

们的知识面，帮助他们更好地树立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使 其 成 为

“ 中 国 梦 ”的 建 设 者 和 对 社 会 有 用

的人。

本 报 讯 近 日 ，“ 舞 个 好 天

地 ——黄泽森国画舞蹈作品展”在

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企 石 镇 文 化 中 心 开

幕。展览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

东省中国画学会、东莞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企石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共展出黄泽森舞蹈作品 94 件，

展期至 9 月 28 日。

本次“舞个好天地——黄泽森国

画舞蹈作品展”作为东莞市企石镇第

五届千年秋枫节 18 项精彩活动的其

中一项，也是黄泽森继今年 2 月份在

影像虎门艺术中心举办“水乡系列”

作品展后，在家乡东莞举办的又一专

题作品展。

黄泽森是东莞人，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舞蹈系

列”是构成黄泽森创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黄泽森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

是舞蹈所包含的动态美和意韵美，

这种美以精准的造型、高度概括的

用笔和洗练的着墨为基础，充满了

力量感。 （李宇菲）

黄泽森国画舞蹈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由深圳市盐田区政府

和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共同主办的第

十四届深圳黄金海岸旅游节将于 9

月至 11 月在盐田区举行。本届旅

游节以“黄金海岸、创意盐田”为主

题 ，以 海 洋 文 化 为 基 调 ，创 新“ 旅

游+”模式，聚焦旅游与黄金珠宝、

创意设计、时尚消费、电商科技、健

体 养 生 、对 口 扶 贫 的 融 合 ，开 启 深

圳黄金海岸旅游节全新升级版。

本届旅游节分为四大板块，分别

是“珠宝创客· 闪耀盐田”旅游+黄金

珠宝+创意设计类主题活动；“全城

High 购·乐 FUN 盐田”旅游+商贸类

主题活动；“双节同辉·帮唱东源”旅

游+对口帮扶类主题活动；“约惠旅行·
有爱盐田”旅游+惠民类主题活动。

河源市东源县是盐田区对口扶

贫单位，借助本届旅游节，盐田区将

积极搭建平台，为东源“板栗节”预

热宣传，开启“盐田—东源”旅游产

业互促、“深圳黄金海岸旅游节—东

源板栗节”双节互动的新模式。

盐田区副区长乔恒利表示，本届

旅游节在深圳率先启动“旅游+”模

式 ，主 题 活 动 凸 显 产 业 融 合 向 纵

深 发 展 ，为 深 圳 黄 金 海 岸 旅 游 节

节 庆 活 动 的 蜕 变 发 展 探 索 了 一 条

新 路 ，为 盐 田 旅 游 业 转 型 升 级 积

累了宝贵经验。 （陈建平）

第十四届深圳黄金海岸旅游节

创新“旅游+”模式

本报讯 8 月 29 日，龙华新区龙

华公园正门右侧广场排起了长队，

他 们 是 参 加 龙 华 国 学 社“ 百 问 百

答”公益助学行动系列活动的家长

和 孩 子 。 看 到 活 动 举 办 方 准 备 好

的 公 益 助 学 奖 品 ，小 朋 友 们 个 个

翘首盼望，兴奋不已。活动当天举

办 的“ 播 种 文 化 — 机 智 问 答 ”是 龙

华 国 学 社“ 百 问 百 答 ”公 益 助 学 行

动系列活动项目之一。此外，还包

含“小小国学——我的中国梦”“日

行一善、爱心接力”等子项目，这些

项目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辖区

居 民 在 学 习 国 学 知 识 的 同 时 收 获

快乐。

该公益助学行动由龙华办事处

社工 办 主 办 ，龙 华 国 学 社 承 办 ，深

圳 市 优 之 阳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协 办 。

为 激 发 广 大 市 民 群 众 的 参 与 积 极

性 ，凡 参 与 者 均 将 免 费 获 得 活 动

举 办 方 精 心 准 备 的 学 习 用 品 套 装

一 份 ，截 至 目 前 ，活 动 举 办 方 已 经

发 出 近 500 套 学 习 用 品 。 龙 华 国

学 社 于 2015 年 5 月 10 日 成 立 ，是

深 圳 市 龙 华 新 区 龙 华 办 事 处打造

的 国 学 文 化 公 益 平 台 。 该 社 自 成

立后，已经陆续开设了国学、书法、美

术三个常设性公益培训课堂，开放了

国学书籍借阅、国学视频展示等公共

服务功能。 （戴波 唐艳琴）

深圳龙华国学社

开展公益助学行动禅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绮霞向少儿读书节获奖小读者代表颁奖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之下，一间

间古民居被夷为平地，一个个历史村落

消逝在岁月的尘埃中。记忆中的蛙叫

蝉鸣何处寻？故乡袅袅的炊烟又飘向

了何方？

近日，笔者在广东中山市，找到了

那久违的乡村记忆。

古村落保护刻不容缓

盛夏的三溪村，浓荫掩映，一条长长

的青石板路在村内蜿蜒。爬满青苔的灰

色砖墙，让老屋蒙上一层深邃和沧桑。

蓦然一声锣鼓，打破了古村的宁静，惊起

一树蝉鸣。循声而去，在梁氏宗祠前，龙

湾舞狮队的成员正在为纪念传统的中元

节做准备。

“祖屋都在，也可以住人，开车一个

多小时就能回三溪村，累了随时可以回

来休整，什么是乡愁？我们没有乡愁！”

对于时下热议的乡愁话题，在深圳华强

北做了 10 多年手机生意的梁先生一脸

困惑。

数据显示，从 2000年到 2010年的 10

年间，中国平均每天有 250 个村庄消失，

传统乡村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其

经济结构、族群结构、人文传承、价值体

系也日渐式微。

于明代中叶开村的三溪村，村头古

树参天，村内保存着 100 多间晚清及民

国时期的建筑物。传统农耕文化、西洋

文化与华侨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村中

的老建筑主要为岭南文化传统民居和中

西合璧的民居，侨乡风貌特征突出。

而今，一些现代商业和服务业开始

进驻三溪村，一间间丢弃的老屋被打扫

整理，改装成时尚的酒吧、餐饮、文化创

意小屋。三溪村像是镶嵌在现代都市边

缘的一颗古老玉石，不断吸引周边城市

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三溪村在传统古朴与城市发展的繁

荣之间，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古建筑改

造缺乏指引，增加的新建筑与传统古村

落的历史氛围不协调；村落的基础设施

承载不了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商户的营运

需求等。

“中山的古村落保护刻不容缓。”在

中山市政协策划组织的三溪村“空心村”

与“乡愁文化”座谈会上，中山市政协主

席丘树宏说。

“三溪村是我们的根，寄托了几代人

的相思。祖屋在，孩子们就会经常回

来。”78岁的梁伯眼含泪花。

“竹树开根根连根，葵花结籽籽成

群……”这首洋溢着中山本土浓郁乡音

乡情的咸水歌，唤醒了他乡游子记忆深

处的乡土情怀。他们纷纷回到三溪村，

利用积累的资金兴办实业，保护祖屋，

反哺家乡。

“加大历史建筑的保护力度，促进经

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目前三溪村里的

100 多家岭南特色的古建筑保存完好，

已有 20 多家连片老屋改造升级为独具

特色的餐饮休闲场所。”丘树宏说。

在中山市政府的规划引领下，对三

溪村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将文化休闲产

业作为古村落存活发展的途径之一，让

古老的村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行走在中山的古村落之中，仿佛穿

越了时光隧道。高门楼琉璃瓦、浮雕绕

窗棂、花鸟画满门窗上沿的青砖瓦房散

落在道路两旁，这是三溪村；华佗庙香火

旺、松涛月有声、一座座碉楼静卧在岁月

的长河中，这是中环村；牌坊上悬圣旨、

古树发新枝、老祠堂与新建筑交相辉映

彰显幸福家园，这是古鹤村……

与其他城市一些村落“垃圾围村”不

同，中山的村落大都整洁干净，几乎没有

脏乱的现象，是良好人居环境的代表。

延续历史文脉
保护城市特有风貌

2011 年 3 月，中山市被国务院列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行列，这座城市的

文化在新一轮保护与利用中焕发出勃

勃生机。

散布在中山城乡的 108 个古村落是

中山先民生活、生产、生存的历史记忆，

是一部记载中山城市发展的史书，是香

山传统文化之根。

如何保持这座城市的独有风貌，延

续它的历史文脉？中山的历史文化保护

者们始终在思考。

近年来，中山相继出台了《中山市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名 镇 名 村 保 护 暂 行 规

定》、《中山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

不断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领导和

保障机制。

古鹤村始建于 1398 年，辖区面积约

5.6 平方公里，现存古围墙 3 段、宗祠 5

座、庙宇 3 座、古井 16 口、古民居百余

间，是中山市“人文历 史 型 ”秀 美 村 庄

的首批市级示范点。2010 年，村头的

大闸门、村尾的石闸门、日东祠、“乐善

好 施 ”牌 坊 4 处 古 建 筑 被 列 入 中 山 市

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板街全

线、澜海祠、伯瑶祠、曾家祠、北闸、东

闸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这

些文物都被挂上了标牌，村委会规定

不准拆迁，不准出卖，不准损坏，不准堆

放杂物。不仅如此，包括村民生活的老

房子都完善地保护，留住原汁原味的乡

村美景。

中山市委、市政府逐年增加历史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资 金 的 投 入 。 2007 年 至

2009 年的三年时间，共投入了 9650 万

元对浦江世泽坊、陈氏宗祠、古氏宗祠、

白衣古寺大雄宝殿、陆皓东故居、程君

海故居和郑观应故居等文物保护单位

进行修缮；加大对古镇六坊云龙舞、小

榄菊花传统饮食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力度；同时启动了历史文化博

览馆、香山名人纪念馆及博物馆群和革

命烈士陵园史迹陈列馆等场馆的建设。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山文化传承有人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中山市民自觉担当起本土文化传承与发

展的历史重任。

2006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咸水歌，是流传了几百

年的中山民歌代表，是中山劳动人民智

慧和文化的结晶。可是今天，它已处于

濒危的边缘。

“五六十年代，中山民歌在全国都

占有一席之位。民歌手何福友、梁容胜

等人多次到北京出席文代会，还为毛主

席、周总理演唱过。”世居于三溪村的黄

伯很是自豪地向游人讲述咸水歌的辉

煌历史。

留 住 正 在 消 逝 的 歌 声 ，记 住 这 方

土地曾有的音韵，是中山文艺界人士

共同的心声。年逾古稀的吴志辉和梁

三妹，分别是国家级和市级非遗名录

项 目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大 半 个 世 纪 以

来，他们积极探索咸水歌的演唱技巧，

致力于咸水歌的传播与传承。他们协

助有关部门搜集咸水歌资料、出版民

歌集，并通过收徒或定期到学校向小

学生教唱咸水歌等方式，力求中山咸

水歌的传承后继有人。

2011 年 10 月，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开馆。多年来，中山市文化部

门在全市各个镇区开展地毯式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普查和挖掘，将历史悠久、深藏

于民间的音乐、舞蹈、民俗等 300 多个非

遗项目进行了整理登记和申报保护。其

中，中山咸水歌、小榄菊花会、南朗崖口

飘色、醉龙舞、咀香园杏仁饼传统制作技

艺等一批具有珍贵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或

省市级保护名录，成为中山市的一张张

文化名片。

中山的文化遗产从历史中走来，又

在保护中走进了市民的生活。2015 年 6

月 13 日，中山市文化馆和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了“保护成果·全民共

享”非遗展演活动，沙溪上亨龙狮团、西

区长洲醉龙队、三角麒麟舞队组成的巡

游队伍，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观看，现场

热闹非凡。

“本次活动邀请的民间艺术队伍的

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一辈，他们的加

入，为中山市非遗注入了新鲜血液，为香

山文化的传承发展增添了生力军。”丘树

宏说。

活化历史村落活化历史村落 传承香山文化传承香山文化
——中山市古村落保护侧记中山市古村落保护侧记

戴 波 陈建平

最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图书馆

因在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表现突出，先

后获得两项荣誉：被评为全民阅读先进

单位和 2015“书香岭南”全民阅读活动

示范单位。近年来，禅城区图书馆以惠

民、便民、利民为着眼点，大力推广全民

阅读，让图书馆流动起来，将浓浓的书

香送进了千家万户。

联合图书馆让阅读在基层流动

禅城区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6860 平

方米，馆舍既不大也不新，却率先推出

了总分馆服务体系。

据禅城区图书馆 馆 长 田 碧 介 绍 ，

2003 年 ，原 石 湾 区 图 书 馆 正 式 更 名

为 禅 城 区 图 书 馆 ，面 对 读 者 需 求 不

断 扩 大 的 状 况 ，该 馆 另 辟 蹊 径 ，着 手

建 立 国 内 首 个 图 书 馆 总 分 馆 服 务体

系—— 禅 城 区 联 合 图 书 馆 。 目 前 ，形

成了以禅城区图书馆为中心馆，包括

5 个 分 馆 和 9 个 成 员 馆 的 中 小 型 公 共

图书馆群，实现了服务网络镇街全覆

盖，并逐步向社区延伸。

这 些 图 书 馆（室）不 仅 深 入 社 区 、

贴 近 市 民 ，还 实 行 管 理 、服 务 、标 志

“ 三 统 一 ”。 联 合 图 书 馆 实 行 全 免 费

公 益 服 务 ，通 过 资 源 高 度 共 享 ，全 区

读 者 可 享 受 一 证 通 借 通 还 的 服 务 。

通过联合图书馆的模式，图书在全区

流动起来。2014 年，共接待读者 71.24

万 人 次 ，图 书 借 阅 量 68.36 万 册 次 ，而

在联合图书馆建成前，禅城区图书馆

每 年 接 待 的 读 者 不 过 10 万 人 次 。 如

今，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总分馆模式也

被多地复制推广。

禅城区联合图书馆充分考虑了各

镇 街 人 口 分 布 状 况 和 产 业 特 色 ，因

此 ，既 互 联 互 通 ，又 各 有 特 色 。 如 在

澜 石 金 属 交 易 中 心 建 成 了 澜 石 金 属

图 书 馆 ，不 仅 开 展 图 书 借 阅 服 务 ，还

收 集 了 大 量 金 属 方 面 的 文 献 资 源 。

又如在童装产业发达的环市镇，建起

了环市童装图书馆，开通了童装数据

库，并提供童装专业讲座等服务。在

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张槎街道，禅城

区 图 书 馆 在 青 年 文 化 公 寓 里 建 成 了

张槎图书馆，深受外来工欢迎。

依托联合图书馆服务体系，禅城区

图书馆常年开展送书籍、送关爱、送信

息、送便捷，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

进机关“四送四进”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将 浓 浓 的 书 香 送 到 辖 区 的 每 一 个 角

落。该馆每年开展 100 多场次读者活

动，平均不到 3 天就有一项活动。每次

活动现场，都有大批居民前往咨询、办

证和借阅图书。

2014 年 11 月中旬，禅城区图书馆

推出了“汽车图书馆”服务，在全区设立

了 40 多个流动服务点。据禅城区图书

馆副馆长董保瑞介绍，汽 车 图 书 馆 担

负着全区图书物流的重任，每周服务

5 天，每天在两个服务点提供服务，受

到了辖区居民的欢迎。自去年启用以

来，禅城区汽车图书馆已借出图书 2.1

万册，接受居民还书 6986 册，为市民办

理借书证 1060 个，平均每月服务 5000

多人。

数字图书馆让阅读在指尖流动

在禅城区图书馆大门口的宣传架

上 ，放 置 了 一 份《移 动 图 书 馆 使 用 手

册》。按照手册的指引，读者只要安装

禅 城 区 移 动 图 书 馆 APP，就 能 在 手

机 、iPad 等 移 动 设 备 上 自 助 完 成 个 人

借 阅 查 询 、馆 藏 查 阅 、最 新 资 讯 浏

览。同时，还可以浏览超过百万册的

电子图书、海量的报纸文章以及中外

文献。只要动动手指，读者就能享受

到 方 便 快 捷 的 移 动 阅 读 服 务 。 不 用

去图书馆，读者就能轻松完成图书的

续借等。

读 者 能 免 费 浏 览 的 海 量 电 子 资

源 ，是 禅 城 区 数 字 图 书 馆 建 设 的 成

果。据田碧介绍，作为区县级基层图

书馆，禅城区图书馆于 2011 年提出了

数 字 图 书 馆 的 建 设 方 案 ，并 被 列 入

2012 年禅城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当

年，禅城区政府投入 323 万元，建成了

24 小时 数 字 图 书 馆 、移 动 图 书 馆 、自

助 图 书 馆 以 及 硬 件 支 撑 系 统 等 项 目

和 内 容 ，通 过 一 站 式 数 字 资 源 检 索 、

移 动 终 端 阅 读 、读 者 自 助 等 全 新 服

务 形 式 ，带 给 了 读 者 新 颖 别 致 的 阅

读体验。

禅城区数字图书馆资源丰富。能

为市民提供 240 多万种图书全文检索

及 9 亿多页全文文献的自动传递服务、

3600 多 种 畅 销 期 刊 的 在 线 阅 览 及 下

载、200 多份报纸的实时阅读、4828 万

余篇学术论文的检索与下载、1 万多集

原创学术视频观看与下载等资源与服

务。禅城区数字图书馆，让阅读不再受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禅 城 区 图 书 馆 的 馆 舍 不 算 新 ，但

自从与移动互联技术结缘后，这里也

变 得 与 时 俱 进 了 。 在 这 里 ，RFID 技

术 、爱 迪 科 森 多 媒 体 机 器 、电 子 书 借

阅 机 等 一 应 俱 全 ，为 读 者 带 来 便 捷 、

高效的阅读服务。近期，该馆还安装

了 8 台 平 板 电 脑 ，让 读 者 更 好 地 感 受

数字阅读的魅力。

少儿读书节用阅读放飞梦想

近日，禅城区 30 位少年儿童走进

了 禅 城 区 图 书 馆 三 楼 报 告 厅 ，参 加

“ 快 乐 比 拼 ”儿 童 智 力 拼 图 比 赛 。 活

动中，小朋友们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了

6 轮比赛。他们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

神 ，其 动 手 能 力 、空 间 想 象 能 力 和 科

学观察思维能力让家长们感到惊讶。

“快乐比拼”儿童智力拼图比赛是

2015 年禅城区第四届少儿读书节众多

活动中的一项。该活动自今年 4 月启

动 以 来 ，已 先 后 举 办 了“ 快 乐 读 书 郎

好书伴成长”读书分享活动、“七彩故

事 会 ”“ 一 站 到 底 ”阅 读 小 达 人 知 识

擂 台 赛 、“ 读 书 立 品 拥 抱 绘 本 ”青 少

年 绘 本 制 作 大 赛 等 一 系 列 少 儿阅读

推广活动。

田碧说，少年儿童不仅是图书馆的

主要读者群，而且能带动家长一起走进

图书馆。为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的阅

读，禅城区图书馆从 2012 年起，在全市

率先举办少儿读书节，于每年 4 月启动，

8月结束，已先后举办活动近 200场。

禅 城 区 少 儿 读 书 节 活 动 得 到 了

小 朋 友 们 的 认 可 ，参 与 人 数 不 断 增

多 ，2013 年 ，参 与 活 动 总 人 次 达 到

9920 人次，而 2014 年这一数字翻了近

一 番 ，达 到 了 1.8 万 余 人 次 。 由 于 报

名人数太多而场地有限，每场活动不

得不限定名额，小朋友需要提前预约

才有机会参与。

如今，禅城区少儿读书节的品牌影

响力越来越大，主办单位也由文化部门

发展到教育部门。通过开展亲子主题

的阅读活动，不少家长也参与其中，父

母与孩子共同阅读在禅城已蔚然成风。

此 外 ，禅 城 区 图 书 馆 还 从 2013 年

起，每逢寒假免费举办公益性小读者阅

读活动——“月度暖冬日 书香伴成长”

小读者阅读冬令营，让小读者爱上图书

馆、爱上阅读。

书香流动精神富足

佛山禅城区图书馆大力推广全民阅读
谭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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