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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本版刊登信息内容仅供参考,买卖双方需遵从国家有关商业法

规,如有纠纷,可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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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办理刊登百姓资讯分类广告，我报在以下地址设立办理点：

百姓
资讯 分类广告物业

资讯

大良：大良沿江北路118号

电话：22212413

容桂：容桂街道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伦教伦北路8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居仁路5号Ａ座2号铺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电话：25501622

服务热线：22200555

君发物业君发物业 1370234678813702346788
1350027908813500279088

●府又地铁边单家占地 82m2，建
350m2租住两用，售280万
●金域湾138m2四房，精装向南送
50m2花园及小车库售150万
●华侨城天鹅湖南向双拼豪装送5
个车位，售1920万
●钟楼地铁口单家，一线大路，占地
80m2整栋4层仅售338万
●康格斯别墅，占地310m2，精装湖
景带电梯，售830万

●愉景花园，占地172m2单边位朝
南，售768万
●新世界商圈地铺90m2，现收租，
仅售189万
● 广 昌 路 单 家 占 地 107m2 建
360m2，4米路大车库售368万
●大良一线大路商住别墅，占地
300m2，仅售1000万
●华侨城天鹅湖一线靓景大平层
265m2，5房豪装，售780万

客 户 服
务 专 员
扫 码 快
速 登 报

遗失声明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股份合作

经济社不慎遗失《关于同意农用地准用的通

知》佛国土资顺用地［2006］110号用地批文

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公告·声明
广告热线：22232030
吴生：13531368398
刘生：18038725203

为方便办理刊登遗失声明、公告,我报在以下地址设立代办点:

容桂：容桂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北海东便坊46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济虹路大满街25号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电话：25501622

服务热线：22200555

声明
萧全生，男，1929年 3月 23日出生，于

1987年1月死亡。张凤，女，1933年6月11

日出生，于2011年4月死亡。他们生前均住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萧全生、张凤生前

均只结过一次婚，他们共生育五个子女：萧添

发、萧添财、萧添盛、萧天永（男，1963年9月

20日出生，于1968年死亡）、萧添来，无再生

育或收养其他子女。萧全生、张凤各自的父

母均先于他们死亡。

声明
何添开(1935年8月15日出生)的父母亲均先于其死

亡。何添开生前只结过一次婚，配偶是龙丽珠，夫妇二人

共生育两个子女:何业成、何惠珍，无生育或收养其他子

女，更无继子女。其中，何业成(男，1972年7月19日出

生)于2016年7月9日死亡。何业成生前无结婚，无生育

或收养任何子女。

现我声明:上述内容均属实，如果虚假或故意隐瞒，

我们将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

如有关权利人(或知情人)认为上述情况有虚假，或财

产产权存在争议，请及时与佛山市顺德公证处联系(联系

电话:22835905，联系人:范小姐)。

声明人:何惠珍

时间:2023年11月30日

声明
张琼秀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张琼秀生前只结过一

次婚，与丈夫伍房共生育4个子女：伍美莲、伍富明、伍富

强、伍美霞，再无生育或收养其他子女。

声明
郭 金 女（ 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062319370528174X，于2011年1月14日

死亡）的父母均先于她死亡，吴绵祥（原公民身

份号码：440623193509151710，于2016年 7

月2日死亡）的父母均先于他死亡。郭金女、

吴绵祥夫妇生前均只结过一次婚，夫妇二人共

生育三个子女：吴严松、吴燕芬、吴满松，无再

生育或收养其他子女。

现我吴满松声明：上述内容均属实，如果

虚假或故意隐瞒，我吴满松将承担一切后果和

责任。

如有关权利人（或知情人）认为上述情况

有虚假，或上述财产产权存在争议，请及时与

佛 山 市 顺 德 公 证 处 联 系（联 系 电 话 ：

22682335、22682619，联系人：麦先生）。

声明人：吴满松

时间：2023年11月29日

珠江商报讯 记
者陈家好报道：11
月27日是李小龙诞
辰 83 周年纪念日，
当天上午，《李小
龙·功夫人生与武
学之道》 新书在均
安镇鹤峰社区上村
首发签售，展示对
李小龙研究的最新
成果，同时均安功
夫协会挂牌成立，
积极推动李小龙功
夫文化传承发展。

《李小龙：功夫
人生与武学之道》
一书由资深李小龙
研究学者关文明、
黄德超、刘洪联袂
编著，从创作到出
版历时两年，全书
34 万字，348 页，
收录了 400 多幅珍
贵图片资料，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从
历史、文化、哲学
等领域，对国际武
打巨星李小龙进行
了跨学科、多视角
及全方位的考察和
研究。据了解，关
文明、黄德超、刘
洪三位作者曾经走
访美国、香港、上
海、北京等地，对
李 小 龙 的 人 生 历
程、事业成就、哲学思想和文化现
象等方面进行了数十年不间断的深
入系统研究。

同日上午，均安功夫协会挂牌
成立，该协会将以李小龙武学思想
的研究和传播为核心使命，助推功
夫文化的传承发展。均安功夫协会
会长墨一刀说：“均安功夫协会是基
于李小龙而打造的，李小龙是均安
名片，也是中国名片，希望通过成
立功夫协会，更好地诠释李小龙精
神、中国功夫，同时均安功夫协会
未来计划打造世界级赛事品牌和均
安功夫影视文化基地，希望大家拭
目以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均安镇
积极推动李小龙祖居保育工作，成
功申报“国家级功夫小镇”，启动

“功夫文化进校园”活动，建成功夫
小镇客厅，积极承接太极拳、跆拳
道等武术赛事落地，推动鹤峰社区
打造功夫社区，随着《李小龙·功
夫人生与武学之道》新书发布和均
安功夫协会成立，将有助于推动李
小龙功夫文化的传承发展，丰富均
安功夫小镇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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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渡 划出文化保育路
醒狮起舞 舞动乡村新活力

陈村镇绀现村以文化保育带动乡村振兴

那一年，绀现村正探索
着基层治理方向。方向何
来？自然要从群众中来。

在深入调研群众需求的
过程中，何兆添频繁地听
到，村民们讲起往日的龙舟
醒狮故事。这样的声音不绝
于耳，带着一些迫切与期待。

于是，在千头万绪的乡
村振兴工作中，绀现村尝试
将地方文化保育作为推动乡
村振兴、社区营造工作的一
个重要切入点。

首先从组建队伍开始。

由于群众基础牢固，在村民
与热心企业的支持下，横江
郡马沙醒狮队、二龙狮会、
绀现村龙舟队很快组建了起
来。群众参与民间的热情被唤
醒，每逢春节、端午等传统节
日，醒狮队和龙舟队成为村里
活跃气氛的“显眼包”。

接着就是骨干培养。在陈
村镇绀现村文化保育计划获
得镇级资助后，经过一年的时
间，绀现村文化氛围越发浓
厚，村内的龙舟和醒狮文化活
动层出不穷，队伍管理架构更

加完善，青年骨干的主动性和
责任感增强。在今年端午期间
举行的陈村第三届龙舟争霸
赛中，绀现村一举拿下了村居
组团队总分第一。

去年，绀现村顺利得到了
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

“和美社区计划”的支持，启动
龙舟醒狮文化馆的改造建设。

在“和美社区计划”的支
持下，绀现村通过醒狮文化推
广及常态化训练，如今定期参
与醒狮训练的学员已有20多
名。这群小小学员的师傅，是

两名“90后”。他们在外学得
一身醒狮本领后，愿意返乡扛
起传承的担子。

更多的人以不同的方
式，加入文化保育的行列：
企业、个人筹集资金购置不
同规格的龙艇、醒狮，捐赠
落地风扇、折叠梯、爱心药
箱等；电工免费检测场地电
路线路，更换有问题的电源
开关；醒狮学员家长成为醒
狮活动的志愿力量……

集众人之力，龙舟醒狮
文化得到了传承。大年初一

“行街青”，为村民群众送福
的传统习俗恢复了；如今，
每周五，醒狮训练会定期上
演；龙舟醒狮口述历史的收
集工作，到了收尾阶段；一
有空，龙舟队成员会相约扒
龙舟。

老一辈的龙舟队员郭镜
开颇为欣慰，“我的孙子现在
在狮队里学舞狮呢”。卢汝廉
超 过 了 年 龄 限 制 ， 不 能

“扒”了，但依然会为绀现村
的每一场龙舟赛事呐喊到最
后一刻。

龙舟醒狮文化馆开馆的
那天，是陈村镇绀现村近段
时间最热闹的日子之一。

那是 11 月 19 日的下
午，阳光铺满潭洲水道，馆
址所在的堤围边站满了村
民，他们准备了节目、凉茶
糕点、互动游戏，欢迎到来
的朋友。随着龙舟醒狮文化
馆宣布启用，村民们脸上的
笑意更深了。

这种集体的喜悦，源于
村民群众对文化保育的热切
需求。曾经，绀现村是龙舟
好手频出的村落，醒狮送福
是集体的鲜活记忆，随着历
史变迁，龙舟醒狮文化传承
几经起伏，被遗忘、落下

了。由此成为了一种集体遗
憾。

是 时 候 拾 起 来 了 。
2018年起，面对千头万绪
的乡村振兴工作，绀现村选
择以文化保育为撬动点，从
组建队伍开始，将遗落、失
散的龙舟醒狮文化一点点拾
起。难得的是，在这条路
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
中，用不同的方式托举起文
化的传承。

正如绀现村党委书记何
兆添所言，“选择文化保育
是村民群众给予的信心与底
气”，集体的力量，让传统
文化再次焕发新机，也推动
着绀现村不断向前。

文化馆启动当天，绀现村醒狮队舞狮庆贺。

1986年顺德第二届龙舟
大赛，卢汝廉作为陈村镇女
子龙舟队的一员参赛，比赛
的那天，她和队友们拍了一
张合照。照片上的她，短头
发、皮肤黝黑，嘴角有一丝
笑意。那年，她35岁，那届
比赛，她们拿了第二名。

如今，72岁的卢汝廉眯
起眼睛，仔细辨别合照上的

每一个人。
“比赛是各生产队自愿报

名，先是集中体检，再然后
就是实战考验。”卢汝廉记得
很清楚，因为严格的筛选，
参赛队员的名单在接近比赛
的时候再定下来。队员大多
来自绀现二龙，她是其中一
个，作为左桡手。

获奖后，卢汝廉印象也

很深刻，“返乡之后被安排从
二龙水闸游龙到镇政府庆
功，岸上男女老幼热闹欢
呼”。那是人生中难得的高光
时刻，连同那赛前的艰苦训
练，她都忘不了。

与女子龙舟队一样，陈
村镇男子龙舟队的成员大多
来自绀现村。绀现村依水而
居，是出龙舟好手的宝地。

据居民冼兆华回忆，绀现村
最早在生产队时期就有扒草
艇比赛，曾经有一个生产队
有七支队伍出赛，总体算起
来有超过20只艇。

时至今日，往事并不如
烟。这群“50后”的平均年
龄已有70岁，追忆起那段辉
煌、热血、青春的岁月，仍
然说得出许多清晰的细节。再

往后的时间，这些细节是一点
点消失的。随着历史的变迁，
村里划起龙舟、舞动醒狮的人
越来越少，曾经的热闹逐渐隐
入时间。一种无奈感在老一
辈、喜爱龙舟醒狮文化的年轻
一辈中暗暗流动——有点遗
憾，但又能怎么办？

直到时间来到了 2018
年。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艳冰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周焯杰

老一辈 龙舟醒狮文化氛围浓

新一代 返乡扛起传承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