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联学校的办学环境持续优化。

“侨力量”加持
沙堆镇独联学校办学水平持续提升

全新升级改造的运动场上，同学们尽情奔跑；新铺设的篮球场

上，同学们享受篮球运动的快乐；装修一新的教室配备了护眼灯和

空调，同学们的学习环境更舒适；午休室内安装了空调，让同学们

有更好的午休空间……昨日，记者在沙堆镇独联村看到，沙堆镇独

联学校的办学环境大大改善。

沙堆镇独联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乡村学校。近年来，在

“侨力量”的加持下，学校办学环境持续提升，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成为“红色侨村”独联村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力实践样本。

独联村是新会区著名侨村，历来
有“海内海外两个独联”的说法。回
顾独联学校的办学历程，“侨力量”一
路相随。20世纪20年代初，在海外
侨胞以及乡贤的牵头，“私立独洲小
学”成立，1928年，正式改名为“独洲
小学校”，后来多次易名，新中国成立
后，正式更名为“独联小学”。1984
年，独联村旅美乡亲陈美菊女士及其
家族独资捐建“林仕灵初级中学”。
2004年，独联小学和林仕灵初级中
学合并为如今的独联学校。

“独联村人文底蕴深厚，一直以
来尊师重教，海外侨胞非常关心家乡
发展，尤其是心系教育发展，聚力兴
贤育才，通过成立教育基金会，设立
奖学金，对家乡教育发展提供多方面
的支持。”独联村党总支书记林新庆
告诉记者。

此前，独联学校的旧教学楼年久
失修，沙堆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投
入1000多万元，对教学楼进行拆除
重建。新教学楼启用后，如何进一步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成为独联村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

“林子宁伉俪等侨胞代表主动通
过村委会联系到学校。他们纷纷表
示，再苦不能苦孩子，愿意为家乡的
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这样的爱心让人
动容。”独联学校校长高永亮介绍

道。据悉，林子宁伉俪、林国杰先生
等热心人士向独联学校陆续捐赠了
60多台空调、1块会议室大型电子屏
以及孔子像等，以“侨力量”扮靓校园
环境。随后，在侨胞的支持下，独联
学校改造运动场、午休室，办学环境
不断优化。近期，独联学校再迎来好
消息，在海外侨胞等热心人士的大力
支持下，学校的宿舍楼以及饭堂将逐
步开展升级改造工程。

在办学“硬实力”提高的有力支
撑下，独联学校的“软实力”也得到增
强。在管理方面，该校围绕“铺筑成
才之路，奠基幸福人生”的办学理念，
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年级精细化管
理，营造了团结和谐的校园氛围，切
实提升管理实效；在办学方面，该校
坚持“五育”并举，加强和改进学校体
育、美育、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劳
动教育，不断优化学生成长环境，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我觉得学校越来越漂亮了，教
室明亮整洁，每天午休都可以‘躺平
睡’。学校的运动场可以让我们尽情
游戏，社团活动丰富多彩，我爱我的
学校。”独联学校三年级学生沈永琪
笑道。他还表示，要向支持学校建设
的热心人士学习，学有所成，长大后
为母校建设、为家乡建设出力。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钟珍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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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秋景上线
新会今年已种植8.5万棵红羽杉

走近睦洲镇石板沙村
环岛村道的东围堤，一棵棵
红羽杉矗立江边，守护一方
水土。沿着栈道走进其间，
笔直挺拔的红羽杉在秋风
中摇曳着羽毛状的树叶，轻
盈而飘逸。

“现在的叶子还是绿色
的，再过一两个月，随着气
温下降，会慢慢转红，到时
候特别美。”石板沙村村干
部吴振威介绍，石板沙岛的
江边种植了大片红羽杉，成
为岛上的亮丽风景线。

记者从新会区自然资
源局获悉，今年以来，新会
区按照“一年成活，两年成
林，三年成景，四年成网红
打卡地”的目标，在中开高
速沿线各镇新种约3.9万
棵红羽杉，目前全区累计种
植8.5万棵，打造江河两岸
流域特色景观林带，充分发
挥红羽杉防浪护堤功能，形
成美丽的水岸景观。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冯瑶君

红羽杉蔚然成林
红羽杉即落羽杉，是常见的城乡绿

化树苗，因其羽毛状的树叶在冬季变红
飘落而得名。

在新会各镇，沿着江边，可看到已经
蔚然成林的红羽杉。据悉，红羽杉自上世
纪80年代开始在新会范围推广种植。据

统计，目前，全区红羽杉种植面积666.67
公顷（逾1万亩），主要分布在潭江、西江
和银洲湖两岸以及村内河道旁边。

红羽杉最美的时候是冬季，红叶翩
翩，层林尽染。但在秋季，还未转红的红
羽杉身披绿衣，浓绿葱翠，呈现出不一样
的浪漫诗意秋景。

在石板沙西围堤，两年前种下的红
羽杉林，枝条疏密有致，整齐而有序，成
为了鹭鸟的栖息地。走近，一只只白鹭
从树梢上翩翩起舞，飞向远方，留下纤细
的红羽杉倒映在水光中，亦动亦静。

在石板沙东围堤，红羽杉在栈道两
旁触手可及。秋日灿烂的阳光洒落在树
枝上，光影绰绰。抬头望，层层叠叠的绿
叶在蓝天中迎风摇曳生姿，翠绿与天蓝
的组合让人赏心悦目。

“石板沙四面环水，红羽杉树影婆
娑，和石板沙的水乡风光特别搭。”吴振
威说，一年四季，石板沙岛因如诗如画般
的田园风光，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摄影师

和游客。
新会区自然资源局营林股股长苏广

新表示，红羽杉是优良的树种，最高可以
长到数十米。它的优点很多，树干特别
有韧性，不容易倒伏，抗风能力强。与此
同时，红羽杉适应性强，喜阳光，喜温热
湿润气候，耐水湿，也耐干旱。最重要的
是，红羽杉树形优美，树叶飘逸，夏天浓
绿葱翠，冬天渐变为红褐色，是很有氛围
感的风景。

“红羽杉作为一种重要的湿地树种，
不仅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还因其优美的树形和耐水性被广泛用于
公园、湖泊和城市绿地的美化，适合种植
在湿度较大的江边，管护成本低，可以说
是‘物美价廉’、优点多多的景观树。”苏
广新说。

在中开高速沿线
大面积种植红羽杉

经过秋日柔情之后，红羽杉将开

始“变妆”，由绿逐渐转红，成为“冬日
明星”。新会石涧公园大石头风景区、
双水镇的Y014乡道、黄克兢桥脚的南
坦岛、七堡环岛，以及睦洲镇莲子塘村
海仔河的红羽杉林，都是“网红”打卡
点。到了每年1月，红羽杉形成的蔚为
壮观的“冬景”，都会吸引很多人拍照、
游玩。

为了美化新会通往深圳方向的高速
路景观，在原有红羽杉林的基础上，今年
年初，新会区在中开高速沿线1公里范
围内的河道大面积种植红羽杉，打造具
有新会特色的“风景视窗”。高速公路绿
化景观与优美的自然山水及田园风光融
合，让新会更美。

在三江镇，今年3月开始，中开高速
沿线1公里范围内的河畔、渠旁、沟旁、
道边、池塘边全都种上红羽杉。如今，一
棵棵红羽杉正茁壮成长。“今年，三江镇
内中开高速沿线的10个村都新种了红
羽杉，共有1万多棵。”三江镇产业促进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梁伟强表示，在乡镇，
红羽杉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观赏树种，
可做围堤防浪的“绿色长城”，其中，江新
联围三江镇一联围堤段，红羽杉连绵成
片，已然成林。

“今年，全区累计种植8.5万棵红羽
杉，大部分红羽杉都已经成活，但还没有
这么快达到绿意盎然的效果。”苏广新表
示，再经过两年的时间，红羽杉将成为新
会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红羽杉是落叶大乔木，树高可达
25至 50米。在幼龄至中龄阶段树干
圆满通直，圆锥形或伞状卵形树冠。
苏广新提醒，对于非滩涂种植的红羽
杉，初期需要淋水以保障成活，可用抗
蒸腾素喷洒树叶和树杆。同时，用无
纺布包扎树杆，以减少水分蒸发；定期
对树木进行抚育，及时清理影响树木
生长的藤本植物。五年以上的红羽杉
要及时清除枯枝和攀援植物，促进树
木健康生长。

江门日报讯（记者/简家琳 通
讯员/大鳌宣）为深入推进省级典型
镇建设，助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11月5日，大鳌镇召开“百千万工程”
典型镇培育工作推进会。

会议传达了上级“百千万工程”
有关会议精神及工作要点，集中研讨
大鳌镇典型镇建设总体情况，分析美
丽圩镇“七个一”项目推进情况。会
议还印发了《大鳌镇典型镇自评表》，
包括基础指标和特色指标，采取“分
管领导总体汇报+部门负责人细化补
充”的形式，针对现阶段工作情况、自
评分数依据、下一步改进计划等环
节，逐项分析、逐条讨论，力求工作做
精做细，责任压实到人。

大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永栋
表示，全镇上下要加快行动、集中发
力，全力投入到“百千万工程”典型镇
的建设工作中。

提高站位，深化认识。要增强省

级典型镇建设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以更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强化组织领导，构建上下
联动、多方协调的工作体系，坚定不
移地以“头号工程”力度推进“百千万
工程”。

锚定重点，狠抓落实。要科学完
善前期制定的工作方案，对照“时间
表”“路线图”，将系统化的任务推进与
动态化的日常排查相结合，攻坚“黑
点”、突破难点、发掘亮点，确保美丽圩
镇“七个一”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镇域
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落实见效。

因地制宜，塑造优势。要着力打
造“精品大鳌”，既发挥好考核督导的

“指挥棒”效用，又结合镇情村貌实
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让典型镇建设与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的提升形成“乘数效应”，把握深中通
道通车后大鳌的新优势、新机遇，打
造强镇兴村富民的“大鳌样板”。

大鳌镇召开“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工作推进会

打造强镇兴村富民的
“大鳌样板”

江门日报讯（记者/简家琳 通
讯员/新会宣）“真的太谢谢你们
了！”11月3日，到广珠城际新会站乘
车的旅客蒋女士在站内不慎和6岁
的儿子走失，新会站的工作人员仅用
了6分钟，便将孩子寻回。

事发当天下午，蒋女士带着一双
儿女到新会站乘车。“在候车的时候，
6岁的儿子突然走失了！”蒋女士焦急
万分，带着女儿和大包小包的行李，找
到了新会站客运值班员李承正求助。

询问孩子的体貌特征后，李承正
立刻通知同事一起在候车室、站台等
区域寻找，并紧急进行车站服务台广

播播报。“我们第一时间安抚蒋女士
的情绪，同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让
车站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注意小孩
的行踪。”李承正说。

6分钟后，一名站台客运员在人
群中找到了走失的男孩。看到孩子
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身边，蒋女士的
心中石头终于落地。

根据发现小男孩的客运员说，找
到该名男孩时，他正跟在一名身穿蓝
色牛仔裤的女士身后。李承正猜测，
蒋女士当天也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
孩子可能误把路人认成是妈妈，所以
走失了。

车站内孩童走失
工作人员仅用6分钟寻回

笔直挺拔的红羽杉在秋风中摇曳着羽毛状的树叶。

蔡李佛“洋弟子”来到京梅村，参观陈享故居。

不以山海为远
“蔡李佛”链接新会与世界

上个周日，崖门镇迎来

了170多张“洋面孔”，令这个

魅力小镇的“国际范”瞬间拉

满。

究竟是什么东西具备如此

吸引力？毋庸置疑，便是闻名

中外的蔡李佛拳。11月3日，

蔡李佛第九届海内外武术交流

活动在崖门镇京梅村举行，来

自17个国家（地区）的约250

名海内外蔡李佛弟子齐聚一

堂，其中“洋弟子”超170名。

早就“火”出国门的蔡李佛

拳，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武术

精英。如今作为纽带，它吸引

遍布全球的海外弟子来到崖门

镇寻根。尽管肤色不同、语言

不同，但大家以武会友，成就了

一次归宗溯源之旅，一场跨越

国界的文化交流盛会。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任晓盈

蔡李佛源出京梅
拥抱世界 礼让天下
蔡李佛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世界各地的蔡李佛弟子都很熟悉这
样一副对联：“蔡李佛门源自始，少林嫡
派得真传”。这副对联讲述的就是陈享
先生当年创立蔡李佛门派的故事。

1836年，陈享综合少林拳（蔡福）、
李家拳（李友山）和佛家拳（陈远护），创
立了蔡李佛拳。应乡中父老邀请，陈享
在京梅村“缘福陈公祠”设立洪圣武馆，
传授武学，一改中国传统武术的嫡传方
式。陈享因武艺非凡而名扬四方，两广
各处的武术爱好者纷纷投于门下，京梅
村成了蔡李佛拳派的发源地。

随后，陈享到南洋、美国旧金山等地
任教，以其精湛的拳术在当地赢得了很
高的声誉。第二代传人陈官伯、张炎等
人在岭南地区广收弟子，蔡李佛拳由其
弟子发扬海外，传承至今。如今，全球共
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蔡李佛功夫
总会或联会，弟子门生已超1000万人，
遍布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0多年来，蔡李佛人以“敢为天下
先”的开拓精神，走出国门，成为中国与
世界沟通的一扇窗口，促进中西方武术

交流，让中华优秀文化在全球各地绽放
光彩。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功夫都很向
往。在海外，几乎无人不知‘功夫巨星’
李小龙。中国功夫就像一种共通的语
言。”蔡李佛拳创始人陈享的五世孙、伯
利兹华侨陈永建表示，蔡李佛拳能突破
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局限，让来自不同国
家的人以武会友，“发拳时需发出‘挖、
嘀、噫、哈、卟’等声音，我在海外教授拳
法时，会耐心向外国人解释这些词，让他
们一点点模仿。学习拳法的过程也是语
言交流、文化交流的过程。”

“洋弟子”寻根蔡李佛
感受地道“中国味”

每年农历七月初十，是陈享先生的
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又被蔡李佛弟子们
称为“享公诞”，是蔡李佛弟子回乡集会、
缅怀师恩的重大日子。在陈享故里，每

年的“享公诞”都是一场浩荡盛大、以武
会友的“武林大会”。2003年，京梅村首
次组织蔡李佛海外弟子“回乡拜祖”。蔡
李佛第六代弟子黄振钦对当时的情景仍
记忆犹新：百余名海外弟子从洪圣始祖
馆的门口一直跪拜到陈享公像前。“中国
文化中，能跨越种族与国籍，让外国人如
此虔诚拜服的，可能只有中国功夫。”黄
振钦感慨道。

今年是陈享公诞辰218周年。11月
3日上午，170余名蔡李佛“洋弟子”举着
各国国旗、拳会旗帜从京梅村牌坊路口
进村，分批到陈享故居、洪圣始祖馆参加
庄严的祭拜仪式，场面盛大又庄重。下
午，京梅村搭起舞台，蔡李佛海内外弟子
轮番上阵，表演拳术、棍术、刀术和醒狮
采青，展示蔡李佛文化和狮艺文化的博
大精深。

来自澳大利亚的蔡李佛“洋弟子”
Craig Davenport从 1990年开始学习
蔡李佛拳，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
年，我通过电影了解到中国功夫，然后在
悉尼唐人街向蔡李佛拳师傅拜师学艺。
每隔两三年，我就会到新会，与蔡李佛始
祖陈享第五代嫡传玄孙、永胜堂国际总
会会长陈永发师傅一起切磋武艺，到京
梅村祭拜陈享公，参加类似的国际武术

交流活动。”他说。
今年，“洋弟子”们还到今年正式对

外开放的蔡李佛国际传承中心参观。该
中心围绕“国际”和“传承”两条主线，展
示蔡李佛拳技艺套路、练功器械、海外传
承与交流等内容，成为江门“以侨架桥”
的生动载体。馆内陈设让“洋弟子”大开
眼界，他们有的仔细观摩蔡李佛招式图
解，有的与陈享雕像拍照留念，有的直接

“上手”木人桩，秀了一段真功夫。
寻根蔡李佛，寻到地道“中国味”。

不少“洋弟子”第一次清晰认识到自己正
在苦练的蔡李佛拳是怎样被创造、被传
播的。所见所闻，皆是最地道、最生动的
武术文化。

“今天上午，我和我的学生带着虔诚
的心祭拜了蔡李佛始祖陈享公。今天来
自世界各地的蔡李佛弟子齐聚京梅村，
是一件很难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来自
波兰的 Tomasz Chabowski 习武 34
年，如今已是当地一名出色的蔡李佛拳
师傅。他进一步表示：“我小时候看过李
小龙的功夫电影，深受鼓舞，很想成为像
他一样有着高超武艺的人，于是我开始
找蔡李佛拳师傅教我。我认为，学习蔡
李佛拳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提升精气
神，让身心保持健康的状态。”

“洋弟子”展示蔡李佛拳法招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