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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

位于梅县区南口镇车陂村
的南源世第，以客家民居慎轩楼
为载体，在保持修旧如旧的基础
上，赋予客家姓氏渊源、堂联堂
号、家训家风、姓氏名人、姓氏文
化等主题。“该创意源自反哺乡
土的文化初心，意在通过追根溯
源传承美德，以家训家风培育文
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梅州南源
世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古俞金介绍，这座客侨
民居有近百年的历史，如今打造
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传承客家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以文化涵养
文明乡风的创新探索。

“这里目前展出的姓氏共有
100个，一楼房间以一个姓氏为
一个展屋，二楼以两个姓氏为一
个展屋。吸引不少人前来学习
自己姓氏的独特文化。”古俞金
告诉记者，在南源世第大大小小
的房间里，收藏整理并展出的中

华传统家训、客家家训共计100
多条，全方位展示客家姓氏文
化，成为优良家风家训教育的鲜
活教材。不同姓氏的人可以在
这里“寻找”自己的姓氏文化与
血缘上的“根”。

屋内有一处房间，则被专
门打造成“客家书房”，供村民
学习。“我家就住在附近，家里
书不多，就来这里看，而且挺多
人来这里看书，就有那种读书
的氛围。”该村村民姚大姐感
叹，南源世第本身已小有名气，

“客家书房”建好后，村里的文
化味更浓了。“‘客家书房’免费
为村民开放，主要是收集、整理
和展示客家籍作家出版的各类
优秀书刊，以及客家文化，家风
家训文化相关书籍，是展现客
家人文风采和文化自信的一个
平台，不仅可以满足周边农村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需要，还

可以提高大家的整体文化素
质。”古俞金说。

除此之外，南源世第依托文
化建设，打造“文明车陂、实践美
德”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定期
举行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打造理
论宣讲平台，并积极开展各种实
践研学活动，通过小学、青少年
研学游项目打造教育服务平台，
开展读书会、客家书房、家风家
训大讲堂系列课程，建设文化服
务平台，让青少年从这里学习感
受文化，并将文化与文明“带”回
家中。

随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
设的持续推动，文明润民、文化
惠民，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健康的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使全村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车陂村党
支部书记刘立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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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能让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当前，梅州创建文明
城市(以下简称创文)工作如火如荼开展。创文是一项综合性
“工程”，包含了很多方面，文化建设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家风家训、墙绘标语、校园礼仪……丰富多样的文化对
创文起到什么作用？各种文化力量要如何利用起来？日前，
记者走访梅州市梅县区发现，该区通过多种形式，探索出一
条文化助力创文路径，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市民的文明意识。
使文明城市创建深入人心。

“邻睦风亦暖，家和人自
康”“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推动新型城镇化，
利国利民更利家”。漫步在梅
县区古塘村茶仔园村道中，阳
光洒落在铺好的柏油路上，道
路干净整洁；抬头望去，在路
边围墙、居民楼外立面随处可
见富有特色的生动墙绘。“这
些墙绘将新农村建设、文明礼
仪、勤劳致富、乡村记忆等元
素以居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的农家画展现出来。”梅县区
创文办专职副主任房喻文介
绍，墙绘将美的主题、美的作
品相互融合，让村民在潜移默
化中提升了文明意识。“我们
在全区广泛提倡和推广这种
形式，以提升创文中的文化内
涵。”房喻文说。

“墙绘上讲文明的‘金句’
有很多，路过的村民都会停下
来，念上两句墙绘标语。”古塘
村村委会副主任林琼珍告诉
记者，通过美化改造，村里各
方面变化非常大，村民热情好
客，她也经常会到村民家中坐
坐，喝喝茶。

沿着村道往里走，来到该
村祖屋，只见村中的孩子们在
祖屋门前的篮球场上挥洒汗
水。在摆放健身器材的区域，
不少村民正锻炼身体。“以前
传统的红砖墙变成了文明

‘墙’，村民围起的小菜园四周
被粉刷一新，原本杂草丛生、
布满黄泥的池塘边如今也装
上护栏，铺起小路供人散步休

闲。”林琼珍自豪地说。
祖屋旁的凉亭顶，布满家

风典故与家风家训内容。傍
晚时分，村民们闲坐在此聊
天，翘着腿扇着扇子，一片安
乐祥和的景象。这里俨然变
成了文化小公园，处处蕴含着
文明的气息。“大家平时有空
都在这里锻炼身体，聊聊家
常，增进彼此间的感情，有什
么事情也能团结一心。”该村
村民玉凤姐坦言，看到村里建
设得这么美，大伙增强了文明
意识，共创乡村文明，如今她
感觉幸福满满。

据了解，茶仔园属古塘村
第三村民小组，是梅县区新城
的城中村。经过特色墙绘等一
系列美化改造，传统城中村如
今变成靓丽的“城中景”。“自第
二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开
展以来，程江镇共投入1700多
万元用于城中村环境美化提升
等民生实事，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程江镇党委宣传委员陈剑
粦告诉记者，该镇着力推进长
滩村、古塘村“1+N”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示范创建项目，推动
乡村振兴与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同步进行。“接下来，程江镇将
加大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投
入，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建设及服务水平，形成周
边示范效应，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文明城市建设，激发群众主
人翁意识，把文明城市创建融
入日常生活，成为良好生活习
惯，提升文明意识。”陈剑粦说。

“富强、民主、文明又和谐，
国家梦想人人赞……”在梅县区
新城中心小学的校园内，响起阵
阵嘹亮动听的歌声，这是该校学
生在练习演唱学校创作改编的
山歌。客家山歌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2009 年新城中
心小学将其引入校园，融入讲文
明、讲礼貌的元素，让文明之花
绽放在学生心中。“我学习客家
山歌有一年多了，经常将新练习
的歌曲唱给爸妈听，爸妈都说很
喜欢。”该校三年级学生陈浩（化
名）开心地说。

“梅州有许多优秀的传统
文化，学生们还不太了解，但是
充满好奇，当时学校领导就想
着把传统文化艺术带进校园，
进而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爱好。”梅县区新城中心小学
副校长黄文斌介绍，该校借助
客家山歌艺术特色学校的创
办，特别是在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汤明哲的指导下，从
一间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学，
成为梅州市首批广东省艺术特
色教育学校。

为了持续培养学生们唱客
家山歌的热情，传承客家优秀传
统文化，并从中汲取文明和智慧
的结晶，该校专门编印了校园山
歌读本。翻开该读本可以看到，
里面不仅有传统的山歌词曲，还
收录着该校创作和改编的山歌
《争当祖国好少年》《三礼教育进
课堂》以及《讲卫生》《讲礼貌》等
童谣。2021 年，该校原创客家
山歌课本剧《金色的鱼钩》参加
广东省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获二等奖，客家山歌已成为该
校一张响亮的名片。

站在学校的广场中央，五个
卡通形象的吉祥物活灵活现。

“这是我校老师原创设计的校园
吉祥物，分别寓意‘德、智、体、
美、劳。’”黄文斌告诉记者，不仅

如此，在每个班级门口的班牌
上，都附有一些客家谚语供学生
学习，学校将传统的优秀客家文
化融进校园的每个角落，使其变
成校园文化，让学生们时时刻刻
受到文化熏陶。

除了校园内营造的浓郁文
化氛围，该校还积极举办形式多
样的科技艺术节、体育文化节等
活动。今年5月份，该校举办科
技艺术节活动，为期半个月，学

生们积极参与，在科技文化中用
公平竞技的方式获得属于自己
的荣誉。“科技艺术节综合比赛
项目分别设立了‘牙签萝卜搭
塔’、‘水火箭’的制作与发射比
赛、‘个人魔方挑战赛’等几个环
节。”黄文斌说，孩子们通过参与
这些环节，开阔了视野，还与各
自家长积极探讨，继而在公平竞
技的气氛中，真正体会到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文明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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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塘村龙子岗村民陈满灵：

打造“共享”庭院
让文明蔚然成风

文/图 赖嘉华

干净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农家小宅，随处
可见的花草树木，崭新的路灯，篱笆下的小菜园、
小果园……这里是梅县区古塘村龙子岗，诗意桃
源的感觉使人心情舒畅。走在村中，当你拿出手
机随手一拍，会发现每一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记者走在村道发现，两旁的不少居民楼大门
边都挂着“美丽家园示范户”“美丽庭院示范户”

“星级文明户”等荣誉称号。朝里望去，庭院井井
有条、绿意盎然。在该村村民陈满灵家门前的

“小花园”内，山水亭阁、花草树木一应俱全，让人
赏心悦目。与别处私人庭院最大的不同，陈满灵
将自家庭院对外免费开放，“共享”给周围居民休
息娱乐。“庭院刚建好的时候我就想，建设得这么
漂亮，不能只是我一个人享受，要让大伙也来感
受感受。”陈满灵笑着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自
己索性将庭院大门敞开，不再上锁。

庭院刚开放的时候，陈满灵也遇到“心烦”
事。“有些家长带孩子来玩，小孩不懂事破坏庭院
内的花草，我就让家长教育孩子讲文明，不能破
坏环境，讲文明的人我这里随时都欢迎。”陈满灵
说。慢慢的，周围居民也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来
陈叔家花园玩耍讲礼貌、讲文明。

坐在庭院内，记者发现，桌子上茶具和煮水
壶摆放整齐，旁边柜子上安装着自来水过滤器，
柜子里面放着几罐茶叶。陈满灵告诉记者，这些
东西是自己免费提供的，供在庭院休息的人喝水
泡茶。庭院从开放到现在，没有出现过一次庭院
内东西莫名消失的情况。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
提高，村民文明素养也在提高。如今，每天傍晚
时分或者周末，陈满灵家的庭院都会有不少人坐
在这里谈笑风生。

在陈满灵家中，现年92岁的其岳母卢兰英向
记者分享自己小时候乐于助人的故事。卢奶奶老
家在梅县区桃尧镇，小时候，她家经常会在家门口
放两口大缸，一缸装满水、一缸装满茶，供过路人
解渴。“那时没有什么车，大家出行都是靠走路，家
门口经常有人过路讨碗水喝，父母就经常让我们
煮好水和茶，免费为过路的人提供。”卢兰英说。

“岳母家小时候帮助过路人的事也启发了
我，想要建设一个好的文明环境，风气很重要，我
觉得乡风文明建设，有人带头讲文明，对困难的
人施以援手，树立榜样，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然
后行动起来，将文明之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陈满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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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源世第 受访者供图

古塘村茶仔园的墙绘

陈满灵家的庭院

古塘村龙子岗一角

五个卡通形象的吉祥物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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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墙绘、创作或改编山歌、设计校园吉祥物、
以姓氏分类展屋传播优良家训……梅州市梅县区
通过多种形式，探索出文化助力创文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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