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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春街局部景观

挥毫泼墨送吉祥
写出最浓的年味

走进佛山快子路“挥春街”

翰墨飘香，笔走龙蛇。挥春师傅们个个身怀绝技，他
们除了用楷书、行书、篆书等不同的字体书写之外，还研
究出了一种组合字体。比如，“黄金万两”“孔孟好学”“招
财进宝”“捞乜都掂”等四字吉祥语的组合字，在挥春街上
都比较常见。

挥春师傅们每人都有一本“春联锦集”，其中尽是吉
祥如意的对联用语，供顾客们翻阅选择。当然，有些顾客
也会自己拟好春联文案。

今年 61岁的伍老师，写挥春已有 5年多了。据他观
察，近几年，来买手写挥春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越来越
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不少年轻人。“从顾客来源
上看，除了佛山本地人，还有很多广州人，以及珠三角其
他地方的人。有些人本来是到附近游玩，偶然间遇见了
挥春街，就觉得很新奇，也会买几幅挥春带走。”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不少到挥春街游玩的年轻
人。市民韦小姐和朋友专程到此拍照，为了融入挥春街
的喜庆氛围，她们还特意穿了旗袍。

“我之前带一位潮州的朋友过来挥春街游玩
过，朋友对这里印象深刻。临近过年，朋友让我帮
忙买几幅挥春寄过去。虽然现在市面上印刷体的
春联很多，但我们认为手写体的更有意义。”佛山
本地姑娘陈小姐边选购挥春，边叮嘱师傅一
定要把上联下联标注清楚。

不少年轻人来买挥春叁

探寻历史，就会发现，因年
俗而形成的“挥春街”，最初并
不在快子路上。

据相关资料显示，挥春街
大概是 100 多年前发祥于福禄
路。挥春、剪纸、喜帖等节庆用
品店铺成行成市，到20世纪 90
年代已颇具规模。随着城市的
更新发展，作为禅城中心地带
的福禄路开始兴建现代商品房
和商厦，挥春街开始第一次迁
徙，迁到永安路一带。之后，永

安路又为东方广场的建设
腾挪空间，挥春街再次“背
上行囊”，迁到公正路。再

后来，“挥春街”又
搬到了快子路。

事实上，如今的挥春师傅
中，不少就是跟着挥春街几经
搬迁的。

挥春师傅中，有年过七旬、
八旬的长者，也有从 40多岁到
60 多岁的中老年人。据说，到
了临近春节的日子，学校放假
后，还会有一些青少年跟着长
辈出来“写着玩”。

“有人从十几岁就开始跟
着长辈出来写，写到长辈老去，
自己独立开摊，而后年岁渐长；
有些顾客老了，行动不方便了，
就会让儿女过来买挥春。”二十
多年前从公正路开始写挥春的
区杰文表示。

挥春街所在的快子路也是

一条有“故事”的路，原名为“筷
子路”。筷子路北联升平路，南
接莲花路，长近400米。据佛山
禅城地情丛书《禅城旧地》记载：
一百多年前，此一带是佛山镇
制铁锅、铜器、筷子等手工业生
产较为集中的地方。原由筷子
大街、筷子新街、万元里、地官
里等组成，1931年建路，以最长
的筷子新街取名。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佛山新婚男女在
结婚当日先到祖庙门前祈福
后，必到筷子路上走一趟，以求
快生孩子的愿望，因此街坊们
也将“筷子路”叫成“快子路”。
题，不再仅仅是表演动作，而是
通过舞蹈去传递情感。

“一帆风顺全家欢，四季平
安福满堂”“一年好景随春到，
四季财源顺意来”“迎喜迎春迎
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腊
八刚过，挥春街就已经热闹了
起来。道路两旁斑驳的骑楼
下，一派喜气洋洋，一个个挥春
摊位接连而摆，墙壁上、柱子
上，到处都是红红的春联。

挥春也作春联、门联、福
帖，粤语地区称挥春。岭南地
区民俗活动丰富，佛山的特色
古老民俗更是丰富多彩。和
行通济、北帝诞、秋色巡游等
地方特色浓郁的民俗活动相
比，写“挥春”虽然不是佛山独
有的年俗，但佛山的“挥春街”

却绝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现在写挥春的师傅还不

是最多的，来买挥春的人也还
不 算 太 多 ，等 到 腊 月 二 十 七
八，买挥春的人就排起队了。”
有挥春师傅表示。

在挥春街众多摊位中，有
一家名为“觉斋”的店铺颇为
显眼。店铺的主人是 40 多岁
的萧浩枝，他除了写过年的挥
春 ，平 时 也 会 帮 街 坊 们 写 嫁
娶、乔迁、开业等所需的门联
及福帖，与此同时，他还是佛
山市老年干部大学（市老年大
学）的 讲 师 。 萧 浩 枝 告 诉 记
者，他从 8 岁起就开始学习毛
笔书法，最先是跟一位邻居学

习。“初中时就出来摆摊写挥
春，至今已坚持了 30 多年，每
年都写，从未间断。”

很多挥春师傅，都有忠实
“粉丝”。在萧浩枝的顾客中，
有不少就是认识几年甚至十几
年的老熟人，有一位住址距离
挥春街较远的阿姨，每年过年
前都要打车过来找他写挥春。

“每次打车的费用都远远超过
买挥春的钱。”

市民何女士是挥春师傅
区 杰 文 的 老 顾 客 ，她 告 诉 记
者：“我找区师傅写挥春已经
有好几年了，加了他的微信，
每年都会提前问他在哪个位
置设摊。”

挥春师傅也有忠实“粉丝”壹

“挥春街”历史悠久几经搬迁贰

佛山禅城老城区，有一条骑楼老街快子路。在佛山人的心
目中，快子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挥春街”。每逢春节，佛山的
民间书法高手们便会聚集在此，沿街设摊、挥毫泼墨，他们用行
云流水的笔法，将吉祥如意的言辞写在喜庆的红纸上，为人们
送上新年的美好祝愿。

看得见的民俗，忘不了的乡愁。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佛山本
地人，还是新市民，又或者外来的游客，漫步挥春街，或许都能
想起记忆中那一抹浓浓的、温暖的年味。

讨论挥春内容 挥春师傅写挥春

一位姑娘穿着旗袍到挥春街拍照

喜庆的福帖

中国共产党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里水将打造广佛高质量产城融合示范区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1月11日，中国共产党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第四届党员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里水镇党委书记黄伟明在报告
中表示，里水镇要打造成为广佛同城背景下“不在广州，就是
广州”的高质量产城融合示范区。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预计同比增长8.5%

黄伟明在报告中指出，2021
年是建党100周年、“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里水镇全面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稳步实施
540多个惠民项目，切实解决了一
大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经济发展方面，里水镇全
年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同比增长
8.5%，税收收入达到 61.96 亿元，
同比增长 13.4%。全镇高新技术

企业新增 102 家、总数达到 430
家。全力推动村级工业园整治提
升，拆除整理村级工业园 4350
亩，东部工业园、大冲工业园等四
个千亩村级工业园连片改造加紧
推进。

在城市建设方面，里水镇抢抓
广佛同城的发展机遇，在交通、环境
等方面加速融入，区域竞争力不断
提升。大力推进广佛同城路网建
设，深入实施“一轨二桥三路”交通
发展战略，积极对接碧江大桥、沉香
沙大桥，南海区有轨电车里水示范
段、环镇北路加快建设，区位优势

更加凸显。
民生服务方面，里水镇举全

镇之力打赢“5·21”突发疫情防控
保卫战，坚决守住疫情输入防线，
累计接种疫苗106万剂次。深入
落实“四全理念”，新增优质学位
2600个，基础教育改革十大工程
全面开花。有效落实社会保障，
强化就业创业服务，大力发展养
老、慈善、残疾人事业，公共服务
水平进一步提高。

打造30平方公里
左右的里水中心城区

黄伟明指出，2022年，里水镇
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屹立潮
头的坚毅勇气奋力塑造发展新形
态。在产业方面，里水镇聚焦“两
高四新”产业，集中力量、集中资
源发展电子信息、医药大健康产
业。抢抓佛北战新产业园建设机
遇，提速建设南海电子信息产业

园，围绕电子通信、半导体、集成
电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靶向
招商，培育研发设计、生产智造、
信息服务等全产业链的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与白云湖数字科技城
实现协同发展。在展旗楼周边区
域重点打造中国中药健康产业
园，依托南方医科大学等大型医学
医药机构，在里湖新城打造健康硅
谷，引进全科医学院和医学科技园，
引入医疗器械和医药研发制造、医
疗大数据和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促进医学、医疗、医药和健康养生等
产业集聚发展。

在城市形态上，里水镇首先要
实施强中心战略，以广佛青创城、
里水镇区、里湖新城组成一个30
平方公里左右的中心城区，向东对
接白云新城-广州西岸的城市建设
轴，向北支撑“白云-南海”数字经
济协同创新区发展，向南借力广州
金沙洲实现组团联动发展，吸引广
佛两地人才、资源集聚。以打造广

佛青创城为突破口，以水口水道为
轴，形成“一河两岸一道两园”中心
格局，持续实施“一轨二桥三路”交
通战略，打造成为广佛同城背景下

“不在广州，就是广州”的高质量产
城融合示范区。其次，要重构里水
发展的空间格局，串联“三水-花
都”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
和桂工业园、中国中药健康产业园
等重要节点，打造桂和路先进制造
业产业带；串联“官窑-松夏”产业
合作区、南海电子信息产业园、新
材料产业园、白云湖数字科技城等
产业区，打造智联广佛创新产业
带；借力综合交通网络，联同金沙
洲组团、大沥海北组团建设大金沙
洲城市环。由此构筑“一环一城两
带”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此外，里水镇还将坚持共享发
展，塑造基层治理新形态，并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为
建设“梦里水乡 湾区名镇”提供坚
强保障。

龙江定下2022年发展规划
文/羊城晚报记者 欧阳志强 通讯员 龙宣

1月12日，中共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第十五届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龙江镇党委书记甘志宇作工作报告。

去年龙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650.43亿元，同比增
长21%，增幅排名顺德第一，为“十四五”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今年，龙江将关键抓住“务实+落实”，深入实施产业振
兴、家具振兴、乡村振兴、教育振兴以及加快城镇品质的大提
升，全力建设现代产业、现代园区和现代都市，把龙江打造成
顺德西部的产业大镇、经济大镇。

报告指出，今年，龙江将以水
为媒，把龙江水资源优势转化成为
城市竞争力优势，加快城乡品质的
大提升，以现代都市塑造出彩的舞
台，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汇聚龙江。

值得一提的是，龙江将落实
区委关于城市发展“双中心、多组
团”的部署，充分发挥龙江区域性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打造区域性
公共中心。

打造区域性公共中心，龙江将
在7个领域发力，包括：一是启动
打造区域交通中心，聚焦轨道交通
建设的同时，加快推动龙山立交、
龙峰跨线桥等重点道路工程建设，
建立高效多元的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加快把龙江枢纽站打造为未来
顺德三大交通枢纽之一。

二是启动打造区域文化中
心，深入挖掘龙江的历史文化资
源，做好脉络梳理和传承发扬的
文章，加大文物、古建筑的保育活
化，留住“龙江记忆”，让“两龙文
化”历久弥新，进一步擦亮广东历
史文化名镇的名片。

三是启动打造区域教育中心，
持续落实校舍扩容提质计划，推动
品牌集团化办学，引入深圳澳门等
优秀教育团队，加大名校长、名教
师的引进和培养，不断优化创新学
生培育模式，推动龙江职业技术学
校成为泛家居产业人才培育基地，
打造区域性教育高地。

四是启动打造区域医疗中
心，全力推动龙江医院创建“三
甲”，持续提升诊疗服务水平，加
强学科建设，建设品牌医院，打

造辐射周边地区的医疗高地。
五是启动打造区域商业中

心，加快盈信商圈、亚洲国际商圈
的改造提升，加快联塑城市综合
体项目建设，打造具有区域性集
聚辐射能力的特色商贸中心。

六是启动打造区域休闲中
心，用好龙江的“三山两水”和历
史人文资源，加快打造里海（左
滩）文旅项目，打造年轻人向往的
休闲创意水上公园。

七是启动打造区域创新中心，
用好家具企业的设计创新资源，打
造中国“高点家具展览小镇”，打造
龙江家具设计的行业龙头地位，用
好联塑等龙头企业的创新带动能
力，打造产业创新高地，辐射南海
西部、高明、鹤山等周边地区。

在打造区域性公共中心的同时，
龙江将全面启动新城区建设，以高端
规划引领，对近3000亩的龙江新城

进行连片统筹综合开发，并高水平
制定里海文旅片区发展规划，打造
里海片区成为国家级文旅示范区。

报告指出，龙江将加快打造
“五大现代产业园”。加快陈涌、宝
涌、三联、大坝、亚洲国际片区五大
产业园区的规范提质。深入推进
家具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
落实龙江家具“振兴十条”“扶强十
条”，建设龙江高端家具总部基地，
打造全球高端家具产业中心，确定
全球家具产业的龙江地位。

另外，今年将着力提升龙江
城市形象。以新颖、多种渠道方
式加强龙江城市形象宣传，对顺
德家具品牌 IP进行统一宣传，放
大“龙”家展品牌影响力，打造家
居设计公园、家居商业地标，形成
若干个旅游“网红打卡点”，打响
家居名镇城市文化名片，提升顺
德家具产业的文化底蕴。

打造成顺德西部的产业
大镇、经济大镇

“足不出户”办理居住证
惠及13家企业超1500人
高明区杨和镇基业智慧园区“警民平安服务站”获点赞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正杰、通
讯员袁武摄影报道：年末岁初，陈
女士给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基业
智慧园区“警民平安服务站”点了
一个大大的赞。

据了解，陈女士是基业智慧
园区某企业的一名员工，临近年
底，工作非常忙。恰逢居住证到
期，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居住
证续签，在园区内的“警民平安服
务站”就办妥了，这让她感觉到非
常高兴。

自基业智慧园“警民平安服
务站”揭牌后，很多群众也感受到
不但办理居住证、咨询业务方便，
而且也更有安全感了。

位于杨和镇的对川基业智慧
园区，目前共有13家企业，流动
人口1500多人。杨和派出所在
日常工作中，发现智慧园区的员
工日均咨询居住证业务多达20
余人次。

由于园区紧靠高明大道，园
区内外车流量大，重型牵挂车出
入频繁，这里的员工如果要办理
居住证，需要到两公里外的对川
警务室。

为切实为群众办实事，杨和
派出所将创建“枫桥式派出所”和
大楠村“警民平安服务站”的工作
经验相结合，在对川基业智慧园
区设立杨和镇首个智慧园区“警
民平安服务站”。自设立一个月
以来，已有19名群众在园区内领
到了居住证。

住在这里的员工及附近的居

民，在经过“警民平安服务站”时，
只需花费数分钟时间填写相关资
料，并交给服务站的社区民警，5
个工作日后，就能在此领到居住
证。此外，这里还提供各类法律
法规咨询。

基业智慧园区“警民平安服
务站”的功能不仅于此。首先调
解纠纷，“矛盾纠纷”是社会治理
的“晴雨表”。智慧园区“警民平
安服务站”紧扣“矛盾不上交”宗
旨，社区警务室力量、园区管理方
及安保力量共同参与“多元化解”
矛盾纠纷，竭力将矛盾化解在早、
化解在小。

其次，还推动新建电动车停
放区、充电区。为切实解决群众充
电难问题，智慧园区“警民平安服
务站”和园区管理方共同科学规划
园区内电动车充电区及停车位。

另外，听取群众声音。除了
每月定期与园区管理方召开工作
例会，听取意见解决实际问题，民
警还依托“警民平安服务站”向群
众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

同时，定时巡逻。健全安保
巡查制度，不定时和园区安保力
量共同开展治安巡逻、排查消防
安全隐患、监督企业安全生产，确
保园区“平安不出事”。

小小的“警民平安服务站”，
架起警民“连心桥”。2022年，高
明公安杨和派出所将秉承“为民
服务”宗旨，继续推行“警民平安
服务站”建设，全力打造“家门口”
的派出所。

居民在园区内的“警民平安服务站”办理居住证续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