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乐LBA何以火了20年？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易航 美编/皇鑫

24小时报料：4008 4567 88
江门新闻网 www.jmnews.com.cn

邮箱：jmrb@163.com

2024年9月
星期一 23 A07

江海高新发布 文明江海

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江海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观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婵

在江海，从夏天到秋天，最热门的
词大概就是“火热”。2024年的夏天，
江海区迎来建区30周年的历史时刻，
各项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一场篮球赛
事也从盛夏“热起来”。

“一二三，扯离佢！”9月14日晚，
位于礼乐街道办事处的室内篮球场灯
火通明，为期2个月的2024年礼乐街
道第二十届LBA男子篮球联赛（以下
简称“礼乐LBA”）在礼乐专属的呐喊
声中落下帷幕。自7月12日开幕以
来，礼乐LBA的甲、乙两组共18支队
伍，经历了67场激烈角逐，最终威东
队获甲组冠军、武东队获甲组亚军；新
民队获乙组冠军、五四队获乙组亚军。

对于礼乐人而言，今年是一个特
殊而又值得纪念的赛季。从2004年
创立至今，礼乐LBA不仅见证了礼乐
20年的发展变化，更成为一张名片、
一种精神。如今，礼乐各村篮球运动
员以团结奋进、凝聚力量、勇于拼搏的
篮球精神，将乡贤、企业家、党员干部、
村民群众凝聚起来，助推礼乐“百千万
工程”高质量发展。

小小篮球，如何在礼乐火了20
年？

缘起
一群人的篮球梦

在礼乐街道，篮球是除龙舟之外
的另一个江湖。而这个江湖传奇，要
从一群人说起。

早在20多年前，礼乐每年都有春
节篮球赛，当时赛制是自由组队进行
的。区门盛、刘栋梁、刘少勋等一批篮
球爱好者组队参加比赛，可谓是“打遍
礼乐无敌手”，连夺了几年冠军。后
来，他们琢磨着成立一个礼乐街道的

“NBA”。
说干就干，2004年，在区门盛等

篮球爱好者的张罗下，礼乐LBA诞生
了。他们也分别回到自己所在的村，
动员更多年轻人组队参赛。但当时条
件十分艰苦。“当年赛场还是沙地球
场，我们穿着‘白饭鱼’球鞋，球服的号
数是用粉笔写的……”礼乐篮球协会

会长刘少勋回忆道。后来，球员谭贤
宣自建篮球场，提供给大家练习篮球、
打比赛。

由这些礼乐篮球“巨头”带来的
“乡村篮球热”，开始在全街道蔓延。
不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礼乐各村几
乎都有了自己的篮球队，并修建起篮
球场。他们约战不断，逐渐让礼乐篮
球赛小有名气。

2007年12月，江门市篮球协会
礼乐分会成立，成为当时省内首个镇
级篮球协会，进一步助推了“篮球
热”。协会的核心职责包括组织筹备
区域内篮球赛事，推动篮球运动的发
展及培育篮球人才。

20年来，在这群人的带动下，一
批热心村民、乡贤和企业家出钱出力、
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成为礼乐LBA
的强大后盾。

区尧钦是新民爱心协会会长，20
年来默默支持着礼乐LBA的成长。
他说：“作为土生土长的礼乐人，虽不
能像球员那样在赛场上拼搏，但也希
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他们提供
一个切磋球技的平台，搭建一座沟通
交流的桥梁，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今，刘少
勋、刘栋梁、区门盛等一批老前辈虽年
过半百，但说起篮球，就像20多岁的
少年，眼里有光。纵使岁月带走了年
轻的容颜，但带不走的，是他们热爱篮
球的赤子之心。

发展
一代人的接力赛

“20年间，在一批又一批人的接
力下，礼乐LBA的水平不断提高，人
才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8支球队
100多人到现在的18支队伍360多
人，规则和制度也日益完善。”谈到礼
乐LBA，刘少勋十分自豪。

现在的礼乐LBA以村为单位，分
甲乙组分级进行（乙组头名可以晋级
甲组、甲组末名将降级到乙组），比赛
分为常规赛（组内单循环）和季后赛
（4强和8强采用三盘两胜、总决赛采
用五盘三胜）两个阶段，常规赛结束
后，还有全明星赛（技巧赛、三分赛和
正赛）。

每年从7月初的组织组队到整个
赛季的赛事保障、赛事服务，不管礼乐
篮协的工作人员，还是从五邑地区吸
引而来的讲解员、裁判员，他们台前幕
后，有条不紊、默默支撑。今年33岁

的炎仔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打球，如今
既是一名球员，又是篮协的一名工作
人员。可以说，篮球陪伴着他整个青
春，他也将这份热爱感染了身边人。
每一场比赛，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会到
现场观赛。

如今，被点燃的“篮球梦”，也引发
了“蝴蝶效应”。每年，礼乐街道还会
举办春节村际篮球赛。“无篮球，不春
节”已经成为常态，让广大群众欢度新
春佳节、加强联谊。

2016年开始，礼乐街道将篮球赛
推广至中小学生，通过举办礼乐中小
学生三人篮球赛，为喜欢篮球的孩子
们提供展示球技的平台，为街道培养
和发掘优秀篮球苗子。

以前，礼乐LBA每年7—10月在
礼乐人民会堂前举行。2017年，礼乐
篮球馆建成后，越来越多的赛事移师
至篮球馆举行，孩子们也有了训练的
场地。2017年至今，参与礼乐篮球训
练人数已超过5000人次。礼乐篮球
经过多年发展，在各类大赛中多次取
得优异成绩，各个年龄阶段的男女篮
球队先后夺得了近20个（次）奖项。

礼乐街道篮球协会党支部书记、
秘书长谭文康是一名老球员，也是一
名体育教师。这些年，在他的培育下，
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篮球。看着赛场
上奋力拼搏的学生，他不禁感慨：“真
羡慕，现在礼乐的篮球氛围越来越好，
真心希望礼乐篮球以后能够在年轻一
代‘篮球人’的付出中继续茁壮成长。
希望他们团结一致、永不言败，继续创
造辉煌。”

凝聚
全体礼乐人的狂欢

“礼乐LBA氛围太好了”“这次专
门过来就是为了看礼乐LBA”……在
与赛场外村民的交流中，记者最深切
的感受是，他们对篮球的热爱刻进了
骨子里。

“以前，为了打球，一放学就骑车
四周去找球场打球。”新兴队队员炯哥
说。

现在，每年一有比赛，各村篮球运
动员，都天南地北赶回来、为村而战。

“00后”梁浩铭今年大学刚毕业就从外
地赶回家参赛，加入威东队中，一直拼
到最后。他说：“现在礼乐LBA越办越
精彩了，不管是老球员还是新球员，各
个敢打敢拼，不到最后1秒绝不放弃。
这就是礼乐篮球精神的魅力所在。”

赛场外，所见皆是一张张朴实真
诚、自信可爱的笑脸，他们有的是本村
居民，有的是周边乡村的居民，还有不
少远道而来的观众，他们围成里三层
外三层，或席地而坐、或坐着板凳、或
站着，津津有味地观看这场属于他们
的篮球盛宴。

记者也注意到，场外观众们的年
龄跨度大，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
三四岁的孩童坐在一处，有些孩子边
看比赛还边在一旁模仿球员的动作，
一招一式像模像样。

除了现场观众外，许多村民也通
过各种方式关注比赛。他们通过抖音
直播渠道了解比赛进程，时刻关注着
家乡球队的表现，礼乐LBA的话题热
度持续上升，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和讨论。

如今，礼乐LBA已经从最初的
一群人的比赛，经过一代人的接力，
发展到全体礼乐人的狂欢。作为乡
村文化 IP，礼乐LBA已经超越了体
育范畴，它展现了当地的生机与活
力，提升了村民团结协作、积极贡献
的意识，彰显了奋进“百千万工程”的
新风采。

如今，礼乐街道各村（社区）建起
了篮球场、健身广场等，依托这些公共
服务设施、搭建体育赛事平台，有效聚
合村民、团结群众，积极投身村（社区）
治理现代化建设中，打造一个现代化
活力新礼乐。同时，礼乐街道持续搭
建好礼乐LBA文化体系，推动“赛事+
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火热的篮球赛赋
能经济发展，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
走实。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婵）近日，江海区
2024年秋季入伍新兵正式起运，40余名新兵
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在营门向前来送行的亲
友们一一道别。

选择军营，或许是个人夙愿，或许是为了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但新兵们都有一个共同目
标——报效祖国。正如新兵吴智轩所说：“从
今天起，保家卫国将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乐章。今后，我们一
定服从命令、勤学苦练，为国家的和平安宁扛
好枪、站好岗！”

当天现场，有不少新兵家长前来送行。新
兵家长陈蓉表达了送子参军的家国情怀，她
说：“我们家将坚决克服困难，全力支持孩子安
心服役，建功军营。”

接兵干部代表杨子翔表示，部队将在训练
学习中严格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爱护，让新
兵们尽快适应部队生活，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江海区秋季入伍新兵正式起运

40余名新兵走进军营

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在江海创业的
海归青年凌泽通带着传统小吃司前温蛋走向
全国。

2021年，在江海区江南街道亨通工业园
内的厂区角落，一间小小的厨房，江门市亨通
高科工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门市源亨哥食
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泽通与弟弟开始了自
己的事业——学习煮制司前温蛋。

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
到做农产品加工的？凌泽通介绍，留学经历让
他更想念国内的生活，更希望为祖国发展作出
贡献。于是，毕业几年后，在家人的鼓励和支
持下，凌泽通选择创业，开始做起了食品厂。

2023年，凌泽通的家乡新会区司前镇传
来了一个好消息：“司前温蛋卤制技艺”列入江
门市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司前温蛋是一款拥有百年历史的传统
小吃，以其独特的卤制技艺和美味口感深受群
众喜爱。长期以来，司前温蛋因传统制作工艺
和地方区域局限长期偏居一方，未能打开更大
市场。

获悉这一消息后，江南街道大力支持企业
与司前镇有关部门和企业的合作，将司前温蛋
开发成贴近市场、高品质的休闲健康零食产
品。经过反复调试、改良工艺，复原古法风味，
司前温蛋实现更新换“袋”，变成了一袋袋真空
包装的休闲零食——“金喜蛋”，并开始量产。
如今，“金喜蛋”也将通过“互联网+实体商超”
的营销方式，结合“江门三点三精彩之旅”文旅
品牌同步宣传，扩大营销渠道，打响产品品牌
知名度。昔日在乡村流传的传统小吃，如今走
到全国各地，被端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据了解，培育壮大食品工业是江南街道走
好“强二进三”之路的有效路径，也是实施“百
千万工程”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江南街道深
挖传统食品工业优势特色，立足街道现有资源
禀赋，将优势特色食品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
象，以辖区龙头企业为引领，加快培优助强食
品加工工艺，推进食品产业高端化发展，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形成带动辐射作用，
全力推动辖区食品工业产业集聚。同时，该街
道探索“商业体+美食街”的商圈综合发展模
式，打造全市特色商圈和夜经济集聚区和省级
示范特色步行街（商圈），实现辖区经济与人气
双增长。（江门日报记者 陈婵 胡晴晴 通讯
员 陈伟杰）

海归青年凌泽通在江海创业：

让司前温蛋走向全国

江门日报讯 （记者/陈婵 通讯员/团区
委）近日，“才聚江海，智启未来”江海区青年
人才政策宣传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江门东站
开展，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年扎根家乡、建设家
乡，扩大人才政策的知晓面、覆盖面和惠及面。

据悉，该活动由团江门市委、市义工联、团
江海区委、区文明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区义工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联
合主办，晨光社工中心携手江门东站广场学雷
锋志愿服务站承办。

在人群熙攘的江门东站，志愿者向来往的
青年旅客详细介绍江海区青年人才求职、入职
或创业期间免费住宿申请、就业或求职创业补
贴、高层次人才补贴等一系列的人才政策，帮
助青年旅客深入了解江海、选择江海、扎根江
海，引导更多青年留在江海区就业创业。

“个人申请、线上申报，最长可免费入住青
年人才驿站或人才住房9晚10天。”志愿者向
前来咨询的青年旅客递上宣传小册子介绍道，

“从申请到入住全程线上办理，非常方便！”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不少青年旅客纷纷关

注“江海人才通”小程序，浏览申请界面和流
程。一名大学生旅客表示，等毕业求职时，他
会申请体验江海的免费驿站，还会把“江海人
才通”推荐给身边的同学，让大家一起享受江
海人才政策。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人才是城市
发展的重要力量。此次活动，让青年学子在家
门口就能及时了解各项人才优惠政策，吸引更
多青年人才留在江海、扎根江海，为他们创造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成长舞台。

青年人才政策宣传
走进江门东站
才聚江海 智启未来

江门日报讯 （记者/何榕 通讯
员/区文宣）近日，经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推荐以及专家评审小组评审，
江海区人民政府确定将“兰花酱油酿
制技艺”“礼乐龙舟饭食俗”“燕子牌江
门排粉制作技艺”“陈皮姜糖制作技
艺”列入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截至目前，江海区共有
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1项，其中省级
非遗项目1项、市级非遗项目11项、
区级非遗项目9项。

“兰花酱油酿制技艺”源自江门市
兰花食品有限公司，其前身是江门市
味精食品厂。自1960年“兰花”品牌

创立以来，其酱油产品便以卓越的品
质赢得了广泛赞誉，旗下产品荣获众
多奖项，包括国家和省级的优质产品
称号，以及国际博览会的银奖等。兰
花酱油的制作过程传承了传统的工艺
技术，分为制曲管理、晒制酿造管理、
半成品搭配、成品精制和包装五大环
节，坚守特有的制曲环境和晒池方法，
以确保每一款兰花酱油都拥有纯正的
风味和高品质的保证。产品丰富多
样，销售网络覆盖港澳、美国等地，深
受消费者的喜爱和好评。

“礼乐龙舟饭食俗”植根于当地的
扒龙舟习俗，是当地村民加强交流、沟

通感情的重要渠道之一。礼乐龙舟饭
的种类分成4种，包括训练期间的龙
舟饭、端午期间的龙舟饭、出大标后的
龙舟饭、新龙升水的龙舟饭，其中以出
大标后的龙舟饭最为隆重。龙舟饭的
地点一般在本里坊、当地酒楼或龙舟
基地、村委会、神庙举办。龙舟饭的传
统菜式包括礼乐烧猪、冲菜、胜瓜炒洋
葱、头菜炒猪肉、生菜、粉丝、白切鸡和
鱼丸等，同时各坊还会根据时令食材
搭配不同的菜品。

“燕子牌”江门排粉承载着无数
人的美好回忆，是江门地区的标志
性美食之一。“燕子牌江门排粉制作

技艺”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
的农副产品加工厂。1964年，外海
排粉厂成立，开始正式生产排粉，同
年 9 月获得出口资格。数十年来，

“燕子牌”江门排粉凭借其独特的制
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不仅在国内
市场享有盛誉，还远销至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全
球消费者的喜爱。该品牌一直保留
传统工艺，同时实现流水线生产，先
后荣获省、部优产品称号。近年来，
在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燕子
牌”江门排粉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
推广，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江门饮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江门
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陈皮姜糖是岭南佳节食品，姜能
去湿祛寒，适合南方气候，陈皮则药用
价值高。“陈皮姜糖制作技艺”可追溯
至民国时期，陈氏族人售卖的姜糖深
受人们喜爱，还被华侨当作手信。其
技艺核心在于陈皮和姜的选取及处
理。选小黄姜用独特配方炒制，选五
年以上新会大红陈皮特殊处理。陈皮
姜糖有健脾胃等功效，姜糖能散寒止
呕。它不仅是食品，还是侨乡智慧结
晶和集体记忆，具文化传承意义，发展
空间大。

江海区新增4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婵）“哇！
科学太有趣了！”近日，在孩子们精彩
的表演和欢呼声中，2024年全国科
普日江海区主场活动暨第三届江门
市江海区科技节在高新第一小学开
启。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刘宏杰出席活动。来自江海区

内各中小学的师生、区科普工作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代表共300人参加
活动。

活动现场，《新时代白娘子战
记》《乘C919助莱特兄弟》等一场场
科普剧轮番上演。学生们化身“奇
妙英语讲解员”“气象小主播”“科普

讲解员”，以活泼有趣、通俗生动的
形式，向大家开展科普。随后，刘宏
杰向表演者颁发江海区“科普之星”
证书。

据介绍，该活动围绕“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协力建设科技强国”的主
题，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并启动“人工智能课程进校园”项
目，在8个学校普及AI知识。今年，
江海区还策划了6项大型科普比赛，
涵盖科普剧、科普讲解员、气象小主
播、科普英语等领域。此外，还启动
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 iCode编
程大赛。

“科普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的基础性系统工程。”区科协主
席罗广鹏表示，希望通过多种形式
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指导学生开
展创新实践，在校园中营造崇尚科
学的氛围，共同促进全民科学素质
提高。

2024年全国科普日江海区主场活动开启

营造崇尚科学的校园氛围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婵）近日，
2024年全国科普日江海区主场活动
暨第三届江门市江海区科技节启动，
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展示摊位，展示了
太阳能海水淡化装置、自动干伞机装
置、苔藓降解的空气净化装置、视听自
助检测装置等，吸引了众多师生参观。

“这是一款创新的空气净化装置，

利用苔藓对污染物的吸附和降解能力
进行工作。装置内部有专门的苔藓培
育区，为苔藓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空
气被吸入后，苔藓可有效吸附灰尘、有
害气体等。同时，苔藓自身的生物特性
能够对这些污染物进行降解。装置还
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可实时检测空气
质量并调节苔藓的工作状态。”在一台

苔藓降解的空气净化装置前，来自江门
第一实验学校的初三学生张驭正熟练
地向观众讲解他的创新理念。

“从暑假开始，在科技老师的指导
下，我查资料、上网购买材料、学习电
路知识、组装设备等，从中学习了不少
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不管是现在还是
未来，对我都很有帮助。”张驭表示。

在另一个摊位上，江门第一实验
学校初三学生黄明乐展示了他的作品
——视听自助检测装置。他说：“我发
现现在近视的学生越来越多。为了方
便他们检测视力，我决定设计这款设
备。有了它，大家可以随时便捷地检
测自身视听状况。”面对未来，黄明乐
希望从生活中发现问题，通过自己的

思考和发明，帮助人们解决难题。
区科协主席罗广鹏表示，科普展

示摊位不仅展示了学生们的科创成
果，而且让更多师生感受到江海科技
发展的魅力。

当天，科技教师张志勇还在高新第
一小学星瀚礼堂开展了中小学科技教
育专题讲座，点燃孩子们的“科学梦”。

科普展示摊位点燃学生“科学梦”
□相关链接

礼乐LBA上，球员们展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