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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写出了一些兴趣，
就一直坚持下来了。”罗芷乐今
年大学二年级，从五年级开始
接触书法。她既不是书法特长
生，大学专业和书法也并无关
联。为何能这么多年坚持学习
书法？罗芷乐告诉笔者：“一开
始确实只是为了能写好字，但
后来更多的是享受练习过程中
能给我带来的平静，不知不觉
它就成了我生活中自然存在的
一部分。”

笔者从兴趣班的各位老师
处了解到，书法兴趣班里的很
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来学
习了，到现在有年纪大一点的
孩子甚至都大学毕业了。“书法
班的留存率一直都比较高。”学
而轩书法兴趣班的杨英老师告
诉笔者。

“现在写的字考试完全够
用了，怎么还继续来？”“习惯了
吧，而且现在虽然考试写的字
是不错，但能感觉书法方面欠
缺的还挺多。”在萱堂书法篆刻
工作室学习的邵芯琰此次书法
作品在第五届“东莞银行杯”书
法比赛中入围了毛笔小高组的
现场决赛。在与其交谈的过程
中，她告诉笔者，一开始练习书
法的确是为了在学校考试中能
够多拿一些分，但从一年级练
到现在，学了五年的书法，反而
在过程中开始不断发现自己的
不足，找到可以提高的地方，不
知不觉就坚持下去了。

“练习书法本身是有一个
正向反馈的，练习的过程中会
不断地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进
而也鼓励孩子长久地持下去，
形成良性循环。”杨英老师告诉
笔者，虽然大多数孩子选择来
学习书法一开始是出于学校教
育的要求，但后来在学习书法
的过程中，自己的字越写越好，
获得的认可越来越多，他们就
会逐渐开始走进书法的内涵文
化，了解历史传统，最后真正的
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

茶山镇在开展“美丽圩镇”建设
的同时，着力打好人居环境建设“组
合拳”，其中，建设了厨余垃圾处理中
心、大件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处理中心
等垃圾分类处理终端设施等，以点带
片，以片促面，为茶山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强大支撑。

记者现场看到，茶山镇厨余垃圾
处理中心和茶山镇大件垃圾和园林
废弃物处理中心毗邻而建。在大件
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处理中心的车间
里，只见收运车停至指定地点，驾驶
员按下操作按钮，车上的废家用电器
和旧沙发、旧床垫等大件家具就被传
送带运输至工作区，通过预分拣，将
铁丝、铁钉等金属材料自动分选出
来，金属和木材可进行回收再利用，
其他物料压缩后则作为燃料运至焚
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

厨余垃圾处理中心的处理系统
分为上料系统、自动分拣系统、发酵
系统、自动出料系统、气体净化系统
和油水分离等 6 个子处理系统。厨
余垃圾经过破碎、机器分选后，再通
过生物菌发酵处理，在有氧的环境
下，利用微生物将有机垃圾中的有机
质转化为植物利用的有机肥料，处理
后的厨余垃圾可成为无毒、无害、无
污染的有机肥，用于种树、种花，实现
厨余垃圾再利用。

据广东华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郭啟军介绍，茶山镇的厨余垃圾
处理中心、大件垃圾和园林废弃物处
理中心于 2020 年 12 月建成投入使
用，两个中心的日均处置量均为 20
吨。目前，全镇每个村（社区）都有一
个大件垃圾收集点，全镇的厨余垃圾

收集点则有100多个，涵括了餐饮机
构、居民小区、企业、学校，所有收集
点都可做到日产日清。

此前，茶山镇的厨余垃圾和大件
垃圾都是拉去电厂混合处理。茶山
城管分局环卫绿化组工作人员陈子
梁表示，随着这两个处理中心的投入
使用，茶山镇基本建成了从源头到末
端的垃圾分类“全链条”处置体系，实
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这件“关键小
事”是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
民生实事。今年上半年，茶山城管分
局优化完善了厨余垃圾、固体废物、
大件物及园林废弃物等终端处置系
统收运规范，落实做好前端“应分尽
分”工作，全面提高全镇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以及厨余垃圾分出率，逐步
实现全镇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理，确保
其他终端处置系统运转流畅，进一步
巩固提升全镇的垃圾循环利用率，茶
山镇已基本实现垃圾闭环处理。

茶山城管分局表示，今年下半
年，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确保 2023 年全镇 11个村（社区）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进一步提
升厨余垃圾处置中心、大件垃圾及园
林废弃物处理中心运营效率，将厨余
垃圾日均处理量从20吨提升至40吨
以上；确保建筑垃圾及固体废物循环
处理中心等末端垃圾处置项目运营
顺畅，年处理工业固废能力可达 30
万吨、建筑垃圾年处理量可达100万
吨，基本满足茶山区域范围内工业固
废和建筑垃圾的集中处置并实现资
源化利用。

茶
山

夜幕垂下，霓虹亮起，
东莞市茶山镇粟边村的长
塘公园成了村民纳凉散步
的好去处。晚风温柔舒爽，
吹走了夏日的炙热，令人身
心愉悦、心旷神怡。初次前
来粟边村的人或许不知，长
塘公园的“前身”是一个闲
置鱼塘，“美丽圩镇”建设带
动了粟边村的华丽蝶变。

“目前，茶山镇全域 18
个村（社区）均已达到‘示范
圩镇’标准，实现环境提升
全覆盖。为了巩固建设成
果，我们正在全域推进圩
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工
作。”茶山镇城管分局有关
负责人近日表示，该分局
今年坚持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路贯穿城市
管理工作始终，巩固“干
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提
升“有序、安全”的城市管理
水平，拓展深度城市化的城
市治理工作内涵，着力构建
长效治理机制，进一步提升
城乡综合环境，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认同感、获得感和
幸福感。

近日，记者在粟边村沿
着绿道悠然行走，何真公园、
长塘公园、游屋公园等一个
个景色优美、配套齐全的文
化休闲公园依次呈现，两旁
的花草树木散发出阵阵清
香，一派“绿草茵茵，池水涟
涟”的生机景象。

粟边村位于茶山镇东南
部，邻近横沥和东坑两镇，村
面积较小，只有 2.16 平方公
里。据粟边村委会委员陈士
强介绍，从 2018 年开始，该
村抓住茶山镇打造“一村一
品牌”“美丽幸福村居”和全
市“美丽圩镇”建设的机遇，
统筹市镇村三级资金，逐步
对 全 村 环 境 进 行 整 治 改
造。“我们因地制宜，把三个
村民小组相邻的三口旧鱼
塘进行连片改造，建成三大
公园，并通过绿道将这些公
园连接起来，串珠成链，形
成连片之势。既解决了村
内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又
实现了每个小组都配有公
园，还兼顾了新旧住宅区的
村民。”

除了新建公园外，粟边
村今年还投入资金用于“美
丽圩镇”环境品质提升，抓好
鱼塘、菜地、果园统筹整治工
作，打造了一片美丽田园风
光。村民游女士告诉记者
说：“以前村民种菜没有统一
的地方，现在村里规划出了

‘四小园’给大家种菜，环境
好了很多。”

提及“美丽圩镇”建设给
村民生活带来的改变，陈士
强直言，既有人居环境的飞
跃，也有真金白银的收益。

“以前村民每个月四百多元
的物业，现在能租到六七百
元，涨了七成多。而村集体
7-8元/平方米的厂租，现在
能租到16-18元/平方米。”

“平时在村里走走，能很

明显地感觉到人气旺了很
多。不仅年轻人在村里开了
咖啡店，更有一些在外面居
住的粟边村民搬回了村里。
有几户早些年去了香港工作
生活的本村人，他们也会经
常回来度假，说村里环境很
好，住着很舒服。”陈士强笑
着说，“美丽圩镇”建设让他
看到了粟边村更多的可能
性，“我们想在村里打造夜市
文化，吸引更多的人来粟边，
了解粟边。”

同样美好的变化也在茶
山圩社区、博头村等村（社
区）发生，茶山镇全域 18 个
村（社区）均已达到“示范圩
镇”标准，实现环境提升全覆
盖。据茶山镇城管分局介
绍，为巩固“美丽圩镇”建设
成果，进一步提升圩镇人居
环境和城市品质，今年上半
年，该分局全域推进圩镇人
居环境品质提升工作，重点
对“三边三地”黑点盲点、卫
生死角等进行摸底排查，把
问题纳入人居环境“一村一
方案”进行综合治理，坚决消
除各类黑点盲区，打造特色
文化景观，全面美化人居环
境。2023 年至今，共排查各
类环境卫生问题5250宗，均
已纳入升级改造方案实施全
面整治；目前茶山圩社区、博
头村、粟边村等 10 个村（社
区）已启动施工，预计在今年
10月底全面完工。

“下半年，我们会进一步
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和城市品
质。”茶山城管分局表示，将
加紧落实各村（社区）“一村
一案”的人居环境提升方案，
从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打造
特色等方面进行“补短板、提
品质”，全面消除闲置地、插
花地、三边三地等卫生死角，
全面美化乡村环境，提升城
市品质。

为巩固建设成果，茶山城管分局全域推进
圩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美丽圩镇”建设
带动粟边村华丽蝶变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 聪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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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镇厨余垃圾处理中心和茶山镇大件垃圾和园林废
弃物处理中心毗邻而建

年轻人开在村里的咖啡店

“美丽圩镇”建设带动了粟边村的华丽蝶变

“小书法家”分享

8 月 4日，第五
届“东莞银行杯”东
莞市中小学生书法
大赛初赛结果正式
公布。主办方介绍，
此次比赛收稿作品
1668 幅，达到历年
之最。同时大赛评
委专家们也对此次
大赛的作品质量作
出较高评价。

近年来东莞市
大力推进书法教育
进校园、进课堂，营
造了浓厚的书法文
化氛围，笔者通过对
入围初赛的选手及
课外书法兴趣班的
学生、老师等进行走
访对谈，发现书法文
化教育在养成年轻
一代良好习惯以及
的传承传统文化、树
立文化自信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文/图 范彬彬

“以后想学历史学，我
觉得我们的先辈们很有智
慧，他们很多事情都做的非
常出色，而且思想也有很多
先进的地方。”学习书法6年
的陈同学告诉笔者。书法
班的孩子们基本上以小学
生为主，跟他们接触的过程
中，他们经常会表达自己对
于国风、历史以及文化的理
解。“我们现在班里同学好
多都是写毛笔的，毛笔字体
分很多种，我们能根据自己
的性格和喜好找到合适的
字体。”另外一位练习隶书
的同学告诉笔者。文化自
信，源于我们深厚的历史积
淀。跟书法班的孩子们接
触的过程中，笔者能深刻的
感受到他们对于书法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书法分两种，并不是
每 个 人 都 一 定 要 做 艺 术
家。”萱堂书法篆刻工作室
的牟明磊老师告诉笔者，实
用书法和书法艺术是两种
不同的概念。书法不是少
数人的艺术，它也为每个中
国人的实用主义服务。中
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晓
云曾表示:“书法深层所蕴
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
的一种睿智方式，是中国文
化的一个重要标杆。”

“目前，大到国家层面，
小到个人家庭，都很重视年
轻一代的书写教育，拿东莞
来说，现在以书法教育作为
办学特色的学校逐渐涌现，
参加书法比赛的孩子越来
越多，这都表明我们现在传
统 书 法 传 承 正 在 越 来 越
好。”杨老师告诉笔者。文
化具有不能遗传和移植的
性质，并且也不能复制和再
生，所以从小培养、不断坚
持，点滴积累、薪火相传，是
我们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最好的方式。

“平常需要用字帖练习，字帖
来自谁，内容是什么，练习的过程
中你自然而然地就了解了。”杨英
老师表示。兴趣班的老师和同学
们在跟笔者交谈时都会将书法与
传统历史知识的了解联系起来。
诚然，书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承载着历史，记录着
历史。了解历史文化、学习历史
知识，感受历史厚重，是强调书法
教育的重要意义。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每次
语文考试里的文学常识，我一眼
就看出来了。”萱堂书法篆刻工作
室的陈品洁同学非常骄傲地说。
日常书法练习中，老师们为了能
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书法大家的
字形、字体，通常会给学生教授书
法家的个人生平以及相关典故故
事。“像我们很多经典古帖，都是
历史上有名的文人、政治家、书法
家书写的，所以孩子们在书写中
就会了解到很多相关的历史知
识。”杨老师向笔者透露。

不仅如此，孩子家长们对于
孩子在书法学习中得到的历史储
备有时也会震惊,“他现在在家，
刷的那些短视频，经常都是一些
历史文化科普，或者有时候突然
会给我们说一些典故。”在与送孩
子来书法兴趣班的家长们聊天
中，他们纷纷表示书法学习促使
了孩子去更多了解国家的历史文
化，并且渐渐地爱上看书。

“每次刷到那些历史故事讲
解，我都会停下来看看，就是感
觉这和我有关。”一些孩子们告
诉笔者，因为经常临摹，学习古
人的字，对他们会有一种熟悉
感，所以自己也会有意识地去
了解与他们有关的信息，了解
他们所处的时代，慢慢地想知
道的就越来越多，还会在网上
查资料。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基因，
它承载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我
们常说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
于哪里，其实就是对我们传统历
史的理解认识。”杨老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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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东莞银行杯”东莞市中小学生书法大赛初赛结果正式公布

书写的快乐与收获

⬆牟老师为孩子们
示范毛笔书写

➡ 孩 子 们
正在练习毛笔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