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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中堂镇龙舟队，探访东莞

龙舟锦标赛冠军队是如何一步一步炼成的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 雷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6月 10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东
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非遗潮未来·龙腾大
湾区”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
会场（东莞）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龙舟邀
请赛在全国首个“龙舟之乡”东莞市沙田镇
举行。在现场，来自东莞水乡沿海镇街的10
支男子传统龙舟队进行了东莞龙舟锦标赛的
争夺。经过多轮激战，最终，中堂镇龙舟队
绝地反击，夺得冠军。

在强手如林的东莞龙舟锦标赛赛场上，
中堂镇龙舟队的竞争力从何而来？日前，羊
城晚报记者专访了中堂镇文化服务中心负责
人、中堂镇龙舟队指挥、教练以及核心骨干
队员，探访冠军队是如何一步一步炼成的。

强队先强兵，中堂镇龙舟
队深谙其道。“今年 3 月份，全
镇公开选拔龙舟队队员的消息
一经发布，就有 170 多人报名
参 加 ，都 是 各 个 村 的 精 英 划
手。”中堂镇文化服务中心主
任、中堂镇龙舟队队长莫志荣
告诉记者，中堂是著名的龙舟
之乡，赛龙舟的氛围浓厚，群众
基础好，对于有这么多人报名，
他丝毫不感到意外。

而在所有报名者中，黎绍堂
是较为“特殊”的一位。作为中
堂镇四乡村村民，今年 38 岁的
他是当地较有名气的运动服饰
经销商。说他“特殊”，是因为他
在春节前就提前获知了镇里即
将在年后招募龙舟划手的消
息。因此，年一过完，他就悄悄
给自己加训，提前减掉多余的脂
肪，以期能顺利通过选拔。

“我们有一套科学的选拔方
式，不是看到谁比较强壮就要
谁。”莫志荣说，由于一开始报名
的人水平不一，前期训练的条件
也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为给更
多的人提供参赛机会，今年3月
26日，中堂镇开始对报名的170
余人展开为期十来天的选拔前
集训。

4月8日，集训期满，报名者
心怀忐忑。“这可是优中选优。”
莫志荣说，所有报名者要先通过
200米游泳，然后再进行划艇单
挑，可自由选择左右桨，规定距
离用时最短的左右桨前32位划
手即可通过选拔。

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包括
黎绍堂等在内的64人因拥有强
大的爆发力和耐力成功入队，他
们大部分人的年纪都在20岁至
40岁之间，年富力强。

64名划手选拔出来后，真正
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从 4月 9日到 6月 9日，整
整两个月的训练日晒不停、风
雨不改，堪比魔鬼式训练。”莫
志荣说，自己的同事曾去体验
过队员们的训练，连一天也顶
不住，甚至还出现了呕吐抽筋
等身体不适。“我们平常的训练
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通过
有氧耐力训练恢复体能，第二
阶段通过上肢力量训练增强体
能，第三阶段通过实战演练进
行赛前准备。”中堂镇龙舟队教
练朱扬坤说，训练的时间是每
天 9 时至 18 时，日常训练更偏
向中长距离，因此队员们的耐
力和协作能力都更有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
队员为了能全身心投入比赛训

练，甚至请长假或暂时放弃生
意，一切都为划龙舟让路。“龙舟
季往往是我生意最好的时候，但
今年，有单 50 万元的订单我直
接放弃了，一切都为训练让路，
这次我们一定要赢，用成绩证
明。”说到这，黎绍堂稍显激动，
语气坚定。黎绍堂还告诉记者，
这次的比赛是东莞最高规格的
龙舟锦标赛，也是时隔多年后再
次举办的，机会难得，全体队友
都有一股不甘心、不服输的拼
劲，也都渴望能抓住机会为自己
争一口气，为中堂争一次光。

“我真的很敬佩他们，看到
他们手上的老茧以及他们那身
被晒成烧鹅般的肤色就心疼不
已。”莫志荣说，自己经常和指
挥、教练通电话，提醒他们如果
雨太大或者温度太高就得停止

训练。“中堂人对于龙舟的热爱
是疯狂的，是强大的信念和团结
拼搏的龙舟精神让队员们在整
个训练期坚持了下来。”他说。

“我带过很多支队伍，给我印
象最深的还是这支队伍，他们虽
年轻，但纪律性强，特别讲团结、
肯拼搏，有一种必须要拿到冠军
的拼劲，这深深打动了我。”被队
员们誉为全队灵魂人物的中堂镇
龙舟队指挥黎镇标说。

记者了解到，整个训练期
间，队员们虽辛苦，但也不孤
单。训练时，中堂镇的领导、企
业家、市民都纷纷来到东江两
岸，为队员们送来慰问物资并给
他们呐喊助威。“中堂人一生下
来就和龙舟结下不解之缘。这
次，中堂人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支持中堂镇龙舟队。”莫志荣说。

赛场一分钟，场下十年功。
6月10日，万众期待的东莞龙舟
锦标赛正式开赛，10支强队进行
传统龙舟 600 米竞速的冠军争
夺。最终，中堂镇龙舟队反超沙
田、麻涌等夺冠热门，以 1 分 49
秒 373的成绩绝地反击，捧回冠
军奖杯。

但观看了比赛直播的市民
都了解，本次中堂的夺冠之旅并
非一帆风顺。据介绍，此次比赛
赛制采取“预赛+半决赛——小
决赛+决赛”的形式展开，预赛中
两个小组第1名直接进入决赛，
预赛落败的 8 支队伍再分两组
进行半决赛，两个小组第1名和
落败队伍中成绩最好的两支，共
6 支队伍进入决赛。其余进入
7-10名小决赛。

预赛中，麻涌、中堂、石碣、
望牛墩、洪梅等 5 支队伍一组。
最终，中堂不敌麻涌，位居预赛

小组第二。这就意味着中堂队
必须通过半决赛，才有可能夺回
冠军。“当时队员们的心态有一
些波动，参加半决赛就需要拼尽
力气多划一轮，这对体能也是巨
大消耗。”黎镇标说，好在队员们
及时调整状态，现场复盘，罗列
出预赛时发挥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复盘发现，预赛时，队员们
以为已经冲过终点了，因此最后
阶段发力不足，最终被其他队反
超。考虑到赛道只有600米，因
此，后面的比赛需要全程发力，
这至关重要。”黎镇标还说，这次
的队员以新人居多，他们大赛经
验少，甚至有些紧张。预赛时，
全程没有控制好节奏，前段节奏
偏快，但后段冲刺不够有力。针
对这些问题，自己当场对队员们
强调，要按之前的训练模式去比
赛，就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

“当时，我求胜的决心已经盖

过了身体的疲惫。”作为右桨五号
位划手，黎绍堂说，因为竞争者实
力相当，比赛过程中队员们其实
并不清楚哪支队伍暂时领先，唯
有咬紧牙关、顶住压力、拼尽全力
才能增加获胜的可能性。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中
堂队得偿所愿。“为了划龙舟，我
付出了很多，但得到的更多。”黎
绍堂告诉记者，龙舟让他身体更
结实、意志力更坚定。“这次决赛
赛程较短，赛中是很难实现反超
的。我们主要赢在体能和爆发
力，在这方面我们平时训练得比
较足。”黎镇标说。“一条船，一条
心。不放弃，不言败。这就是中
堂镇龙舟队取胜的秘诀，也是对
全体队员最大的回报。”莫志荣
说，这次夺冠是中堂渴望已久
的，冠军的荣耀也能进一步提振
中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

A 全镇报名：
170多人集训选拔64人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
近日，东莞市发展改革局（市重大
办）印发通知，将梅沙南产业园市
政道路一期工程等30个项目增补
为 2023 年市重大建设项目；东莞
市低涌中学新建项目等33个项目
增补为2023年市重大预备项目。

记者查询计划表看到，此次
增补工作主要面向基础设施工

程、产业工程、民生保障工程、城
市更新项目等四个类别。在重
大建设项目方面，此次增补的
30 个 重 大 建 设 项 目 总 投 资 达
128.8 亿元，总投资 81.4 亿元的
产业工程项目成为重头戏，包
含 19 个，其中不乏广东佰仕通
数字能源有限公司产业项目、
企石镇欣冠公司精密结构件智

能制造项目等一批投资 10 亿元
及以上的项目。

而在重大项目储备方面，东
莞同步推动预备项目计划增补工
作，即将上马的 33个重大预备项
目估算总投资达155.5 亿元，包括
3 项基础设施工程、26 项产业工
程、2 项民生保障工程、2 项城市
更新项目。

东莞63个项目增补为市重大项目

根植悠久历史，活化创新发展

莞城“东莞记忆”开工
打造文旅发展新模式

羊城晚报记者 李洪宝 石梦卓

骑楼街区及改造后效果图 莞城宣供图

莞城老城区街道 石梦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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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刻苦训练：每天9小时，坚持2个月

C绝地反击： 以1分49秒373的成绩夺冠

近日，位于东莞莞城的“东
莞记忆”项目正式开工，老莞城
的形象也得以在此走进东莞人
的视野之中。作为东莞历史的
发祥地和东莞发展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莞城经历了属于自己
的“黄金时代”，也在商业中心
改变以后迎来了令莞城人失落
的“落寞时刻”。如今，依托莞
城悠久历史文化打造的“东莞
记忆”项目，根植于莞城厚重的
人文历史底蕴，在商业形式、产
业形态上积极创新发展，致力
于打造具有莞城历史文化特色
的发展模式，给老城区发展带
来了新变化。

千年莞邑文化的
历史起点

拥有 1200 多年历史的东
莞，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也是
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历经
千年更迭，东莞在浩瀚的岁月长
河中，留下了大量历史深厚、意
义重大的人文景观。而老莞城
作为千年莞邑文化的历史起点，
则是凝聚了无数东莞人的精神
寄托，是东莞人的精神家园。

来到莞城老城区，最具标
志性的建筑便是“西城楼”。西
城楼的正式名称叫做迎恩门，
是旧东莞县城的西门。现在的
西城楼位于现在的莞城西正
路 ，始 建 于 明 洪 武 年 十 六 年
（1383 年），已经有 600 多年的
历史。经过后世的多次重修，
现在西城楼高 16米，通面宽 26
米，通进深 14 米，1982 年被东
莞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 年被定为“莞之源——东
莞城市原点”，见证了莞邑大地
的沧桑巨变。

骑楼建筑和传统岭南建筑
是莞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
化建筑。位于莞城西部的大西
路中兴路历史文化街区聚集了
众多骑楼建筑。所谓的骑楼建
筑，为民国时期建造，两旁建筑
并肩联立而建，形成连续的骑楼
柱廊和沿街建筑立面，多是商住
混合，二或三层，砖木结构，建筑
风格中西合璧，立面多三段式，
造型优雅美观，融观赏价值和实
用价值于一体。记者通过走访
了解到，该街区现有文物建筑2
座、历史建筑27座、优秀传统风
貌建筑 68 座，极具岭南历史文
化韵味。

除此之外，莞城还拥有岭南
四大园之一的东莞可园、东莞运
河、却金亭碑等一系列历史文化
建筑。可以说，这些宝贵的历史
文化财富构成了令东莞人魂牵
梦绕的精神寄托。千百年来，无
数的东莞人从这里出发，创造了
属于东莞的恢弘巨变。

创新求变是发展
的需要

莞城曾经创造了无数的“高
光时刻”——新芬路、振华路曾
经是东莞最红火的商业街，每到
周末就挤得满满当当的向阳路
麦当劳餐厅、商业街上摩肩接踵
的行人……而近些年来随着商

业中心的迁移和产业结构调整
等因素的影响，莞城老城区的人
气也不复以往，多种因素的影响
使得老城区的发展不得不“创新
求变”。

冯先生在莞城西正路经营
一家店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
莞城人，冯先生见证了莞城近二
十年来的变迁。“十几年前这里
人气十分旺的，现在人不是很多
了，目前居住在这里的都是一些
老人家，包括我自己也不在这里
住了。”冯先生告诉记者。

“大概七八年前应该是一
个分界点。”冯先生表示，随着
东城和南城新的商业地标纷纷
拔 地 而 起 ，莞 城 商 圈 面 临 冲
击，“年轻人都被吸引到新的
商圈去消费了，包括互联网对
实体店铺的影响也很大，莞城
这边的人流变得越来越少。”
冯先生说。

冯先生还表示，老城区一些
相关配套措施的缺失也是导致
老莞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之
一。“莞城的街道比较窄，停车也
不好停，距离地铁站也有一些距
离。”冯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店铺
外边的小巷照明设施仍然不足，
其店铺一般营业到晚上 6 时就
要打烊，夜经济发展条件也受到
了一定的限制。

形成东莞城市
建设新亮点

面对各种因素的叠加对老
城区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如何
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将莞城
的历史文化优势转化为强劲的
发展动能？“东莞记忆”项目为老
城区今后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
有益参考。

记者了解到，“东莞记忆”项
目以“重塑千年古城生命力，打
造多元共生的活力引擎、宜居宜
业宜游的历史街区典范”作为总
定位目标，采用“微改造”的方
式，打造集居住、文化、商业、旅
游、创意办公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多元共生型历史文化综合社
区，是东莞第一个街区型“修旧
如旧”的城市更新项目。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振华
路、大西路、中兴路、阮涌路等4
条骑楼街“主干道”被框定为F形
街区改造与活化区域，将最大程
度保留和发扬莞城的老字号、特
色店铺，以及代表东莞本土的文
化特色产业，通过政府、市场之间
的资源联合导入，为街区引入大
量品牌IP及优质的商户入驻。

“通过‘东莞记忆’这一系统
的老城活化项目，打造通达周
边、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一
方热土，形成东莞城市建设的新
亮点，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
记住乡愁。”东莞市副市长叶葆
华如是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