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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江门市委组织部

□江门日报记者 黎禹君
通讯员 陈艺锋

“麻三5队，加油！”“麻三2队，进
攻！”……

大年初一午后，一阵又一阵欢呼
呐喊声打破了江海区外海街道麻三村
的宁静：由驻村第一书记莫云溪带领
村党总支领办的“村BA”新春篮球赛
决赛拉开帷幕，瞬间点燃乡村活力。

乡村全面振兴，不仅意味着物质
层面上村民“钱袋子”更鼓，还体现在
精神层面，让村民更有尊严、更具活
力、更有精气神。“驻村第一书记肩负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使命，组织
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生活，是我们必须
关注的重要议题。”莫云溪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村字号”活动点燃新春活力
“对乡村来说，年味不只是传统节

日氛围，更是乡村文化、凝聚力和归属
感的体现。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吸引
年轻人参与，能增强他们对乡村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早在数月前，莫云溪
就开始谋划在麻三村文体广场举办

“村BA”新春篮球赛。
然而，筹备过程并不轻松。队员

不足，莫云溪便挨家挨户宣传，挖掘村
里的篮球爱好者，组建了5支风格各
异的参赛队伍，涵盖老中青三代；资金
短缺，他积极发动村慈善会带头捐款，
累计筹集5万元；场地老旧，他带领村

“萤火虫”志愿服务队一起翻新看台座
椅，安装照明设备。

麻三村“村BA”新春篮球赛决赛
当天，现场热闹非凡：球场上，球员们
身着鲜艳球衣，洋溢着青春朝气与节
日喜悦；球场周围，村民们围坐在一
起，脸上挂着质朴笑容，为球员加油助
威；比赛前后，还有村民担任卫生安全
员，负责球场卫生清洁和秩序引导。

“活动让全村人聚在一起看比赛、
聊聊天，感觉大家关系更亲近了。”决赛
吸引了2000多名群众观看，拉开了该
村新春佳节系列文体活动的序幕。

今年春节期间，围绕推动乡村文
化全面振兴，麻三村开展了一场场以
村为主场、以村民为主角的“村字号”
活动。“我们组织了龙狮武术贺新春、
曲艺演唱会、元宵联欢晚会、走访慰问
送福、乡贤谈发展等活动，丰富村民文
化生活。”莫云溪介绍道。

村里热闹起来，村民也更欢乐了。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球赛，
还能参加各类丰富活动，我们很开心！”
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邬师傅笑着说。

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
2023年7月，江门市委组织部组

织四科三级主任科员莫云溪来到麻三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麻三村作为省

“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之一，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处于全市村级第一梯队。
但莫云溪到村不久就发现，虽然村民

“钱袋子”越来越鼓，可村里文娱活动较
少，村民平时多选择“宅”在家中。

为此，去年以来，莫云溪指导麻三
村推出党群服务菜单，策划举办村运
动会、村民议事会、文化下乡、义诊服
务等各类党群活动超100场，增强村民
对麻三村高质量发展的认同感、归属
感和自豪感。

同时，围绕“一老一小”需求，打造
高品质养老空间，筹集资金建设医养结
合大楼，建成后预计可提供300个养老
床位、200个医疗床位；引入社会资本投
资升级改造幼儿园教学楼，将现有教学
规模提升至可容纳800名幼儿的托幼
一体综合园，为周边幼儿教育提供优质
服务……这两个重点民生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开展春节活动是总结过去、展望
未来的契机，更是展现乡村全面振兴
新气象的缩影。”今年春节前夕，莫云
溪多次深入各村小组，给村民拜年，与
乡贤、村民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
望，认真倾听村民关于党群服务、文化
活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莫云溪表示，目前村里已组建歌唱
队、舞蹈队、篮球队、棋牌队等队伍，同
时拓展村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全天候开
放“430课堂”、戏曲室、乒乓球室、文化
广场、农家书屋、长者饭堂等党群休闲
娱乐场所设施。未来将常态化组织举
办各种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留住“美丽乡愁”，助力乡村振兴。

2024—2025年度广东省美术馆青年策展人
扶持计划项目名单公布

江门1个项目获评提名项目
江门日报讯（记者/黎禹君）记者

昨日从市美术馆了解到，省文化和旅
游厅日前公布了2024—2025年度广
东省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项目
名单，共评出入选项目10个、提名项目
6个。市美术馆青年策展人吕诗琴的
《先声启航 继往开来——江门籍水彩
画家溯源与影响》被评为提名项目。
此外，青年策展人雷颖的《蜕变与升华
——吴锐鸿的艺术人生与南村艺术部
落》入围本次扶持计划30强。

近年来，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的领导下，市美术馆着力加强青年
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提升青年人才的
策展水平。2021年以来，市美术馆连

续4年有策展文案在文化和旅游部项
目评选中入围前30强项目，1个项目
获评十大优秀项目（即2021年度全国
十大典藏精品展览）。

“从馆员自学图强，到专家授课加深
认识，再到评审活动实践提升，我们在策
展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果的同时，提升了
学术研究软实力，更好地履行展览、公
教、典藏等职能。”市美术馆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带领馆员掌握前沿
策展理念和策略，明晰策展重点、要点，
参考借鉴各美术馆典型性、代表性优秀
展览，同时结合有关策展方案评选活动，

“以评代训”丰富经验，为今后申报省级、
国家级策展项目作更充分准备。

江海区外海街道麻三村驻村第一书记莫云溪：

以文体活动激发乡村活力

江门日报讯（记者/蔡昭璐 通讯
员/江城管）元宵节过后，我市迎来废
弃年花年桔处置高峰期。江门今年共
设置92个废弃年花年桔临时收集点，
市民可就近处置废弃年花年桔，实现

“年味”与“绿意”完美循环。
年桔年花能装饰居室，即使已经

“过气”，经过正确分类处理后仍能变

废为宝。江门城管部门鼓励市民将废
弃年花年桔放到指定的临时收集点回
收。目前，蓬江设置了19个临时收集
点，江海有12个，新会有18个，台山有
12个，开平 12个，鹤山 8个，恩平 11
个，市民可就近将废弃的年桔年花送
到指定的回收处理点。具体点位市民
可关注“江门城管”公众号进行查看。

记者了解到，废弃年花年桔将按照
“花、盆、泥”三分离原则。花盆、花泥联
系园林绿化企业进行回收利用；可以存
活的年花年桔进行复种或交由园林绿
化企业回收、复种；不能复种的将残花、
果清理出来，绿化枝干则由园林绿化企
业进行资源化利用。

除了让年花年桔集中回收，市民群

众也可以选择复种年花年桔，让资源
流动起来。其中，蝴蝶兰、牡丹、四季
桔等植物种植条件要求简单，经过剪
枝、培土、施肥、浇水后能继续栽种存
活。年花枯萎后留下的空花盆，可以
种花、种菜。种植年花年桔的花泥，可
以充当肥料，既能满足家庭需求，又绿
化美观。

市政协“委员议事厅”聚焦白沙文化传承发展

为陈白沙诞辰600周年活动建言献策

年花年桔别乱扔

江门设置92个临时收集点

如何利用陈白沙诞辰600周年活动等载体做好白沙文化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的大文章，值得我们思考。图为陈
白沙纪念馆内摆放的《白沙先生全集》。

守护地方文化遗产
夯实传承根基

遗迹遗址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依
托，是当代人直观感受历史文化的重要
物质载体。市政协“委员议事厅”调研
组经走访调研指出，保护好地方文化遗
产，是传承、弘扬与创新白沙文化的关
键所在。

调研组在调研中了解到，当前，陈
白沙祠与钓台故址是陈白沙文化遗产
中最为重要的历史遗址，年接待游客约
12万人次。然而，在其他陈白沙文化遗
产的挖掘与活化利用方面，还存在明显
不足。

市政协常委、广东冠捷建设有限公
司董事长谢俊波认为，名人墓是名人文
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不仅具有文化教育
与精神激励价值，若合理开发，还能成
为集纪念、教育、旅游于一体的文化地
标。他建议：“推动陈白沙墓的保护和
活化利用，可考虑在白沙墓范围内摆放
白沙先生作品集的碑刻，在陈白沙墓道
两旁设置展示牌，介绍其生平事迹、文
化贡献等。”

蓬江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蓬江区正推进陈白沙墓周边环
境整治工程，已委托具备文物保护专业
资质的公司制定设计方案。项目将参照
历史文献记载的样式，复原陈白沙墓“千
秋仰止”的牌坊及上山道。“我们首先开
辟出整体性的环境空间，为群众和游客
前来参观、瞻仰提供便利；后续将继续完
善白沙墓周边的设施建设与环境美化，
比如增加白沙诗文、白沙碑刻的展示，完
善公共基础服务设施，更好地讲述白沙
故事、弘扬白沙文化。”该负责人说。

此外，不少市政协“委员议事厅”调
研组成员在调研后认为，目前陈白沙遗
迹尚未完全被挖掘，也未系统串联起
来。市政协委员，江门市文旅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洁
文表示：“钓台故址空间狭小、体量较
小，很难让人联想到‘钓台’之名，不适
合单独开发成景点，未能与整体的白沙
文化有机连接。”

调研组认为，加大对陈白沙遗迹的
挖掘力度，组织专业团队对遗迹进行系
统考古调查和研究，进一步串联打造

“陈白沙江门足迹”线路，能为陈白沙诞

辰600周年系列活动提供更多选择和
载体。

丰富活动形式
展现文化魅力

举办陈白沙诞辰600周年系列活
动，不仅是对历史名人的缅怀，更是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针
对具体活动形式，市政协“委员议事厅”
调研组结合走访调研和市民意见收集，
提出了众多丰富的建议。

关于与陈白沙相关的展览活动，市
政协委员、江门市文化馆艺术研究办公
室主任邓荣宗认为，除采用图文、多媒
体等形式展示陈白沙的生平著作、书法
作品外，还应在互动体验方面下功夫。

“可在展览中设置古琴弹奏、茅龙笔制
作等互动区域，让市民群众亲身参与，
在互动中加深对白沙文化的印象。”邓
荣宗说。

在以往陈白沙诞辰系列活动中，学
术研讨会是重要环节。市政协委员，江
门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杨林贵认
为，可在陈白沙诞辰600周年之际，邀
请政府代表、学术界人士、文化名人以

及国内外研究陈白沙的专家学者展开
深入研讨，更专业、权威地提炼陈白沙
思想文化及其实用内容，为后续广泛传
播推广奠定基础。

“文艺作品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能以新颖形式展现名人文化，使其
在新时代重焕生机。”市政协委员、江门
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副院长陈
娅提出，可组织以陈白沙为主题的文艺
晚会，融入舞台剧、音乐、朗诵等形式，
演绎陈白沙的故事和作品，展现其文化
魅力。

今年，江门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文旅经济是其中重要一项。冯洁文
认为，可出版陈白沙诞辰600周年纪念
册、书画作品集等，设计并发行限量版
纪念品，如纪念邮票等，借助名人文化
推动文旅经济发展，同时通过文旅经济
带动白沙文化的传播。

江门市陈白沙思想研究会会长黄
祥寿则建议，在陈白沙诞辰600周年
期间，可在中小学举办陈白沙诗词创
作比赛、陈白沙书法比赛等赛事，提高
群众参与度，进一步打响白沙文化品
牌。

500多年前，岭南大儒陈白沙在江门
潜心治学，提出“以道为本，以自然为宗，学
贵自得，学贵知疑”的学术主张，创立“江门
学派”，其学说被视作开启明朝心学的重要
源头。

近年来，江门致力于打造“岭南心学的
发源地”这一城市文化名片。名人的诞辰周
年活动，往往与地方文化紧密相连，成为推
动地方文化品牌建设的关键契机。

2028年，陈白沙先生将迎来诞辰600
周年。如何以此为契机，做好白沙文化传承
弘扬与创新发展的大文章？近期，市政协
“委员议事厅”聚焦该话题，组织市政协委
员、专家代表与相关部门展开深入交流探
讨，在充分协商中积极建言献策。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皇智尧 通讯员 杨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