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以来，岭南地
区就有“以龙会

友”的习俗，端午节“扒
龙船”不仅是一项传统
民俗活动，更是人们探
亲访友的重要仪式。
龙头被尊为龙舟的“灵
魂”，是可拆卸的独立
部件，造型迥异、各具
意韵的龙头，赋予了每
一支龙舟队独特的意
义，同时因龙头生猛活
脱、雕刻精美，也成为
人们聚焦的对象。

一颗匠心，一门手
艺，一份坚守，他们用
一个龙船头，雕刻出传
统，更雕刻出工匠精神
与人生。

他们将广州
民俗文化
一刀一刀
刻进龙头里

龙船头背后的匠心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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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粽飘香，又到了可
以大口吃粽子的时候。不同的
地方，粽子的特色也不一样。我
们广东有著名的咸肉粽、裹蒸
粽、道滘粽等，广州则有一种特
别的波罗粽。今天的粤讲粤有
古，我们就聊聊广东的粽子。

有一种说法，说广东有七大
特色粽子，包括广州咸肉粽、东
莞道滘粽、肇庆裹蒸粽、潮汕鸳
鸯粽，台山、中山、客家等地也有
特色的粽子。这些粽子在用料
和工艺上各不相同、差别很大。

以肇庆的裹蒸粽为例，其制
作过程非常讲究。糯米要混合
去皮的绿豆，冬叶要色绿叶香，
肉馅要肥瘦相间，还要加咸蛋
黄、冬菇、瑶柱、花生、五香粉等
料。蒸熟后的粽子清香扑鼻，入
口馅味醇香、肥而不腻。

关于裹蒸粽的起源有一个
美丽的爱情故事。古时候，肇庆
端州有一对青年男女深深相爱，
女的叫阿青，男的叫阿果。

阿青父母反对女儿和阿果
相爱，为此，阿果立志发奋图强、
赴京赶考。出发当天清晨，阿青
赶到，送上连夜用冬叶包裹的糯

米绿豆饭团，叮嘱他一路珍重，
勿忘双方情意。

阿果高中状元，被皇上看
上，有机会成为驸马，但阿果拒
绝了皇上，说：“糟糠尚不弃何况
饭团乎？”皇上最后放走了阿果，
阿果和阿青终于走到一起。

美丽的爱情故事人人向往，
这种用冬叶包着的糯米绿豆饭
团，也成为后人模仿的对象。

不过，必须要扫兴地说，这
美丽的故事很可能只是人们的
想象。在史料的记载中，裹蒸粽
有另一种起源。

秦始皇征服岭南之后，大批
中原汉人迁到肇庆，为方便田间
劳作，他们受到故乡的粽子启
发，尝试着用肇庆西江两岸到处
生长着的冬叶包裹糯米，煮熟后
随身携带以作干粮，这就是最早
的裹蒸粽了。后来，他们又尝试
着在糯米中加入脱皮绿豆、肥猪
肉等材料。

肇庆有裹蒸粽，广州则有一
种粽子叫波罗粽。

波罗粽是南海神庙周边乡民
为庆祝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波罗
诞”而制作的独特美食，其制作技

艺现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波罗粽和一般的粽子有
一大不同点，波罗粽使用蕉叶来包
裹，而非常见的冬叶、竹叶或荷叶，
因此波罗粽自带蕉叶特殊的香味。

据了解，用来包粽的蕉叶很
讲究。每年农历八月后村民就
开始采集蕉叶回家，先用开水泡
煮杀青，祛除蕉叶的苦味，然后
晾干、晒干，保留了蕉叶特有的
植物芬芳味道。用这些蕉叶包
好粽后放在铁镬又或大缸大瓮
里，用木柴薰煮数小时，使包料
融为一体，吃起来口留余味、风
味可口。

波罗粽到底从何而来？相
传在波罗诞期间，乡民们会邀请
远近的宗亲或者好友前来游玩，
但此时的乡民都忙于做生意赚
钱，腾不出时间为宗亲朋友准备
餐食。聪明的乡民想了个办法，
在波罗诞到来之前，家家户户做
好波罗粽，并放在家中灶头上保
持温度。亲友来波罗诞游览，把
家门的钥匙交给亲友，饿了可以
自己开门吃波罗粽。

这种习俗后来被改成了歌
谣：“俾条锁匙开门头，肚饿有粽
在镬头。坐在灶围食够喉，饮啖
清茶润润喉。”

如今，以南海神庙所在庙头
村的波罗粽最为著名。每到波
罗诞和端午节前夕，庙头村家家
户户都在包粽子、卖粽子，场景
十分壮观。对波罗粽感兴趣的
市民，节日期间，不妨去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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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粽飘香，又到咗可以大啖食粽
嘅时候。唔同嘅地方，粽嘅特色都唔一样。
我哋广东有著名嘅咸肉粽、裹蒸粽、道滘粽
等，广州就有一种特别嘅波罗粽。今日的粤
讲粤有古，就倾下广东嘅粽。

羊城晚报记者 曾潇 谭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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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
通讯员云宣报道：5 月 31 日，

广州市白云区召开加快推进“两
个健康”示范区十条措施新闻通
气会。记者了解到，近日，白云
区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两个
健康”示范区创建的十条措施》
和《白云区创建“两个健康”示范
区工作方案》，标志着“两个健
康”示范区创建工作正式启动。

当前，广州正率先创建省
“两个健康”示范城市，以区为主
体，创建一批特色鲜明的国家级
或省级示范区、示范点。在“两
个健康”示范区创建工作中，白
云区提炼了十项与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息息相关的品牌亮
点工作，形成十条措施，通过打
造“两个体系”，建立“两个机
制”，实施“三个工程”，擦亮“三
个品牌”，推动全区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人士健

康成长。
白云区委统战部副部长、白

云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孙志辉介
绍，白云区聚焦政企常态化沟通
联系，每年区委、区政府、区人
大、区政协的主要领导都将分别
与民营企业家举办专题会议进
行恳谈；建立区领导挂点联系民
营企业、商会、民营企业党组织
的工作制度，及镇街政企恳谈机
制和挂点联系民营企业的制度。

此外，聚焦民营企业家合法
权益保护，实施“云商护航工
程”，建立政法系统与民营企业
的双向常态互动机制。

在擦亮“高效政务服务”品
牌的同时，白云区开创性地打
造“商会便捷服务”品牌，在区、
镇街两级打造商会服务中心，
为企业提供精准政策服务。指
导商会推出代办员服务，无偿
为会员企业提供各类咨询、帮

办、代办等服务，并引入优质第
三方服务单位，打造“一站式”助
企服务模式。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民营企
业家成长平台，白云区推出“云
商政治引领工程”，通过“云商大
讲堂”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常态化
开展集中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党
组织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政治
引领作用，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实施“新云商培养工程”，每年遴
选 50名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和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年轻一
代民营企业家进行重点培养。

同时，白云区还将进一步提
升民营企业家社会政治地位，积
极推荐优秀民营企业家作为各
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并
将每年的 11 月 1 日设立为白云
区“民营企业家日”，大力营造尊
重企业家、重视企业家、保护企
业家的良好氛围。

选料、开料、粗雕、精雕、
打磨、上漆……“从龙嘴、龙须
至龙鳞，在关键部位，每一次
下刀都要精确，失手就再难以
补救。”从 15岁开始学艺的陈
志君，已经雕刻龙头40多年。

陈志君生于广州东部的
增城区仙村镇。这里河网纵
横，是东江水系龙舟最盛之乡。
龙头雕刻（传统龙舟）是增城仙
村镇传统雕刻技艺。

作为龙头雕刻技艺项目
区级非遗传承人，陈志君回忆，
从15岁开始，他就跟随父亲学
做木工，18岁开始就常常在父
亲身旁通过观看，学习雕刻龙
头的手艺。直到22岁，陈志君
才开始动手雕刻第一个龙头。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
期，民间龙舟活动复兴后，龙
舟制作还没有进入船厂化生

产。村集体要订造龙舟，就要
聘请造船师傅前来在本村造
船，还要找师傅雕刻龙头。正
由于陈氏家族木工手艺有着
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很多当地
和周边的人们都会聘请陈志
君的父亲雕刻龙头。陈志君
也在这样的背景下，练就了出
色的雕刻手艺。

随着龙舟活动发展，龙船厂
开始出现，从造船到雕刻龙头，船
厂包揽了所有环节。民间雕刻龙
头的匠人开始渐渐淡出人们视
野，陈志君就是其中的一位。

直到近年，仙村当地的青
年龙舟队订造了新龙舟，龙舟
队希望能够按照传统的老龙
头模样，雕刻新龙头，他们向
村中老人多番打听，得知镇上
家具厂的老板陈志君就是陈
氏龙头雕刻传承人，于是就上

门请陈志君再次“出山”。
陈志君随父学习时，就被

教导要了解龙船头所蕴含的
龙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雕出
工艺卓绝、神形兼备的龙头。

“传统不能没有，根基不
能缺失。东江龙船精髓就在于
龙船头！我希望雕一个有生命
力的龙船头，我把它当一件艺
术品来造。”对于雕刻龙头，陈
志君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一条龙船的龙头代表一
条村的形象，特别是以前留下
来的老龙头，当中记载着每村
不同的故事，是龙舟文化的载
体。所以，龙舟精髓就在于龙
头，在东江流域中，龙头是龙
舟的一大特色。

每当一个村子的人来约做
龙船头，陈志君都会询问对方
村中的历史民俗典故，再将每

个地方所信奉神灵的特点融入
龙头创作中，因此每一个龙头都
是独一无二的。“村民对龙头满
意，我也就高兴了。”陈志君说。

陈志君告诉记者，在雕刻过
程中，还要融入自己的想象，对
龙船头各方面进行再创作，既
要神似又要形似。一个工艺卓
绝的龙船头，应显示玲珑浮凸，
每一个角度都有美态，龙船在
江上扒起来的时候，有飞的感
觉。而龙头也要有跃出水面、飞
起来的感觉，要具有生命力。

在陈志君看来，龙船背后
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就是反映
民 众 的 精 神 信 仰 与 感 情 依
托。他所坚守的，是同心协
力、永不言弃的龙舟精神与昂
扬向上、激流勇进的民俗生命
力。这种精神文明的物质载
体就是“龙船头”。

白云区启动创建“两个健康”示范区

每年重点培养50名民营企业家

广州首条产业党建链在越秀启动

白云区高领宾馆人行天桥投入使用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

通讯员张龙图、陈洁珊报道：记
者 5 月 31 日从广州市中心区交
通项目管理中心获悉，白云区同
和路高领宾馆人行天桥已通过
完工前的相关验收，于 6月 1日
零时正式投入使用。高领宾馆
人行天桥项目属广州大道快捷
化系统改造（二期）——人行过
街设施工程建设内容，截至目
前，广州大道快捷化改造项目已
完成13座人行天桥的建设和12
个交通信号灯路口改造。

高领宾馆人行天桥位于广
州白云区高领宾馆旁，天桥采用
钢箱梁结构，主桥单跨32.65米，
设置有无障碍电梯。针对残疾
人和老人小孩的无障碍电梯及
相应配套，预计今年7月通过安
全验收后投入使用。

“高领宾馆人行天桥将方便

大源街片区的市民出行过街。天
桥开通后，将取消原有的红绿灯
和过街斑马线，中间重新设置中
央绿化带。据测算，繁忙时间的
车辆行驶时速可以从18公里提升
到30公里。”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

目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张龙图介
绍，红绿灯取消后，将引导左转车
辆至道路南北两头的专用掉头车
道。高领宾馆人行天桥的开通将
解决路面上人车混行造成的交通
冲突。

亮相冬奥会的“龙头”
来自广州这位“80后”

“60后”匠人用龙船头
承载民众的精神信仰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郭思琦

区区区区
街街街街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在广州市黄埔区下沙村
中，有一座特别的古祠堂，走
进去，迎面可见青砖墙上挂满
了划龙舟所用的船桨，另一
侧，一个个精美的龙头错落摆
放，龙眼圆瞪，须髯飘逸，威武
霸气。再往里走，只见地面上
刨刀、凿刀、锯子、锉子等木刻
工具琳琅满目，木屑飘荡在空
气中，机器声、敲打声此起彼
伏。这里是张伟潮的龙舟雕
刻工作室。

张伟潮是一名“80 后”，
今年35岁的他雕刻龙舟龙头
龙尾的年头已经有 20 多年
了。今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以 24 节气串起的倒计时
环节中，一个极具中国传统特
色的龙头带着水花浮出水面，
这正是张伟潮的龙头作品。
从儿时的“随手玩玩”，到如今
走向世界舞台，张伟潮已经成
长为广东知名的龙舟龙头龙
尾雕刻工匠，也是这一项目的
非遗传承人。他说：“龙舟龙
头技艺背后，是我们的民俗文
化，是我们的根和魂。”

缘起：
“龙舟是我童年

最重要的文化印记”
谈起与龙舟龙头的渊源，张

伟潮说这是他儿时最重要的文
化印记。“从小就爱看村里赛龙
舟，小朋友们会自己做一些小玩
具，小龙舟模型就是其中之一。”
张伟潮的父亲是一位老木匠，家
中各类木刻工具齐全，耳濡目
染下，他也学到了一些雕刻技
艺，加上兴趣和天分，他成了儿
时玩伴中雕刻龙舟的“天花板”。

12岁那年，张伟潮就卖出
了自己雕刻的第一件龙舟模型，
初中时，陆续有外村的人找他定
制购买。渐渐地，张伟潮小有名
气。当时还在上学的他只能利用
假期赶工，一个模型经常要耗费
掉一个暑假。为了更多样地了解
龙舟形态，一到端午节，张伟潮就
带着一把尺子和画本，去看周边
村落的龙舟，记录数据。端午节
之外的其他时间，龙舟都沉在河
涌的水下，张伟潮就常常潜水去
了解龙舟形态。“那时候好像进
入了另一块小天地，喜欢这些东
西，就想去钻研。自己的作品得
到认可，特别自豪。”张伟潮说。

转折：
辞掉“铁饭碗”，

专职雕“龙头”
2009 年对于张伟潮来说

是一个转折点。当时从职校
汽修专业毕业的他，已经留校
担任实操课老师一年多时
间。教职和雕刻事业难兼顾，
于是他决定辞职，专心龙舟雕
刻。“那会好像全世界都在反
对。”当时，全广州的龙舟制作
厂只有六七家，专职手工雕刻
龙舟龙头的工匠更是屈指可
数，而且大多都年过五旬，22
岁的张伟潮做出这一选择，在
很多人看来“十分疯狂”。但
是，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

2010 年 端 午 节 前 一 个
月，张伟潮接到一个棘手的订
单，海珠区仑头村急需做三个
新龙头。此前他从未雕过龙
头，一个月时间要赶制三个龙
头，他心里没底。“龙头是龙舟
的‘魂’，是一条村的重要标
志，他们信任我，我无论如何都
要做出来。”为此，张伟潮一头
扎在家中日夜赶工，最终按时
交出三个精美龙头。当时消息
一下子传开，很多人闻讯赶来
围观，“他们都惊讶做龙舟模型
的我，竟然真的做出三个龙
头”。这也迎来了他职业的转
折点——从龙舟模型雕刻转向
龙头雕刻，他亦成了声名远扬
的行业新星，订单纷至沓来。

雕龙头是一项非常细致
复杂的工作。张伟潮介绍，手
工制作龙头需要经历选木、开
料、勾画、雕刻到打磨、抛光、裱
漆等十多道繁琐工序。完成一
个龙头的周期，短则一周，长则
十来二十天，但是前期的功夫
常常要几个月，甚至几年。

“每次接到订单时，我首
先要做的不是雕刻，而是去实
地考察，了解村子的历史文
化。我会让村民都参与进来，
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提出龙
头的一些制作想法，综合他们
的意见制作。一个龙舟龙头
可能要用上几十年上百年，村
民参与制作的同时，也了解了
自己的村史文化，增加了文化

自豪感。这样的龙头是特别
有温度的，有故事的。”张伟潮
说。

传承：
寻找龙舟龙头背

后的文化根魂
2020 年，“龙舟龙头、龙

尾制作技艺”申遗成功，张伟
潮成为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
人。从一个工匠转变成非遗
传承人，张伟潮的心态有了一
些变化。“以前是个匠人，就想
着怎么做好龙头，做好手中的
工作。但现在多了一份责任
和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很珍贵、相对稀少的东西，可
能是在慢慢消逝的文化，我们
去保护，就是想消逝的脚步慢
一些，再慢一些。我能肩负着
这种历史文化的传承，是非常
荣幸的，责任巨大。”

如今的张伟潮常常出现
在各大校园里、非遗传承活动
中。在学校里进行课程教学
时，张伟潮不仅教授学生雕刻
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
了解龙舟，了解背后的文化意
义。“龙舟技艺并非一时一刻
可以学会的，但是要让他们对
龙舟产生兴趣。从小培养他
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
的认同，这才是我们的根和
魂。”张伟潮说。

自

受访者供图

张伟潮在雕刻龙头 柳卓楠 摄

张伟潮雕刻龙舟龙头龙尾已有20多年 柳卓楠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报
道：非公企业如何在党建引领下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5 月 31
日，由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委和广州市越秀区委组织部、
越秀区委统战部指导，越秀区工
商联、越秀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党委牵头举办广州城市建设行
业“红链计划”正式启动。

据了解，广州城市建设行业
“红链计划”是市内首条产业党
建链，它的启动标志着越秀区党
建链与产业链“双链融合”的非
公党建工作机制初步成型。

党建链与产业链相
互促进

越秀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
工商联党组书记马红民表示，这
一产业党建链由建筑行业内的
龙头企业做“召集人”，串联起建
设部门、地产开发商、工程建设
单位以及园林绿化等城市建设
行业等重点企业的党组织。“它
的优势在于推动了产业链与党
建链两链融合发展，相互促进。”
马红民说，“产业党建链会把党

建的优势转化为一种经济发展
的优势。通过党建高质量发展，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创
新、模式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为越秀创建

‘两个健康’示范区和加快建成
‘老城市新活力创新发展示范
区’贡献力量。”

按照广州市委两新工委推
动新兴领域党组织建立联建共
建机制，实施非公企业“红链计
划”，助推产学研、上下游、大中
小“两新”组织协同发展的工作
要求，参考广州市非公经济组织
实施“党建链引领产业链供应链
创新链发展计划”的先进经验，
越秀区以启动“红链计划”为抓
手，不断发挥“红联共建”机制作
用，选取越秀区内优势产业探索
组建产业链党建工作机构，推动
链上资源企业互利共赢，确保党
旗飘在产业链上、活动串在产业
链上、服务聚在产业链上、问题
解在产业链上。

在谈到党建引领对非公企
业的作用时，广州市非公有制经
济组织党委办公室主任王禄超
表示，“通过企业党建，我们认识

到，党建做强，就是生产力，党建做
细，就是凝聚力，它能够推动企业
的建设，更好地把大家凝聚起来。”

打破行业企业单兵
独斗壁垒

据了解，越秀区此次率先在
全市成立首条产业党建链，串珠
成链，尝试打破行业企业离岛孤
立、单兵独斗的壁垒，进一步推动
党建资源和发展资源的集约利用
和良性互动，不断探索高质量党建
引领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广州城市建设行业“红链计
划”的首席召集人单位时代中国
控股党委副书记、集团行政中心
总经理黎燕明表示，广州城市建
设行业“红链计划”将进一步整
合产业党建资源，在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党建
引领，凝聚力量，扎根越秀、建设
广州、服务湾区，从而凝聚起共
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产业党建链条将更加牢固，产
业链将会得到长足的健康的发
展，推动实现党建工作质量和经
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广 州
高 领 宾 馆
人 行 天 桥
于 今 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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