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首席编辑：柯泽彪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邓艳茂闻

茂名晚报讯 茂名有很多具本地特
色的民俗文化，其中流传于高州市的
传统戏剧——高州木偶戏，2006年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戏曲艺术
品种。2 月 26 日上午，由中共茂名市委
宣传部、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
导，茂名市图书馆和茂名日报社联合主
办的“故事里的茂名”第三场活动——
民俗文化之高州木偶戏，将在茂名市图
书馆开讲，三位特邀嘉宾将带领观众
走进高州木偶戏的世界，探索其起源、
兴起及传承之路，通过探讨和宣传，让
这项非遗文化的受众更加广泛，让更

多青少年参与到木偶戏的传承与发展
中。

本场活动邀请的三位嘉宾，精通高
州木偶戏表演技艺，一直致力于传承发
展高州木偶戏。梁东兴，师承高州木偶
戏老艺人，在传承表演技艺基础上不断
创新，形成自己的表演特色，从事木偶戏
50多年，演出足迹遍及高州城乡及附近
城市，也曾到德国许多城市演出，获奖很
多，2018 年 5 月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薛冬，实名薛德堂，自小喜欢木偶
戏，后跟随村中一位老师傅习艺，26 岁
开始木偶戏表演，技艺逐渐成熟精湛，并

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现为高州市
木偶戏艺友艺术交流会负责人。赵健
勇，“娃娃木偶社”的创始人，茂名市新世
纪学校的语文老师，也是茂名志愿者阳
光365服务总队的队长，她从校园开始、
从娃娃抓起，努力保护和传承高州木偶
戏表演技艺。

届时，三位嘉宾将分享他们与高州
木偶戏的故事，现场表演木偶戏，讲解
木偶表演动作原理，并从如何传承和发
展高州木偶戏，保护好这项独具特色的
非遗文化进行访谈。现场观众将与嘉
宾面对面交流，谈论对高州木偶戏的见
解与感悟，并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记者了解到，“故事里的茂名”是茂
名市图书馆和茂名日报社共同打造的
一个全新的文化栏目，通过邀请学者、
专家以及同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深
入挖掘故事背后的真实过往，甚至是鲜
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与现场观众一起讲
述新时代的茂名故事，传达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理念。“故事里的
茂名”继好心文化、石油文化、民俗文化
的分享后，接下来将深挖荔枝文化、“五
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等方面的故事，通
过讲好茂名故事，进一步彰显茂名独特
的城市魅力。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林夏）

“故事里的茂名”第三期周日开讲

与高州木偶戏相约

茂名晚报讯 记者梁奈 2
月 22 日，我市举行粤港澳大
湾区茶艺大赛暨广东省茶艺
师职业技能竞赛茂名赛区初
赛，来自茂名、湛江、云浮三地
的 19 名选手同台竞技，争夺
省决赛入场券。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黄奕
奕出席活动。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提升大湾区茶艺从
业者职业技能素质，促进茶产
业发展和茶文化传播，深化大
湾区职工交流交往，广东省总
工会联合香港工会联合会、澳
门工会联合总会共同举办粤
港澳大湾区茶艺大赛暨广东
省茶艺师职业技能竞赛，并设
茂名赛区。

前天，参赛选手进行了审
形辨茶、理论笔试和规定茶艺
演示等环节的比拼。最终，江
小敏获得一等奖，谭宇超等 3
人获得二等奖，陈炤灵等 5人
获得三等奖，另外还评选出江
小敏等 10名“好心茂名·最美
茶艺师”。据了解，获得本次
竞赛一、二、三等奖的 9 名选
手，将参加省决赛。茂名地区
总分排名第一的选手，将由茂
名市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茂
名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同
时结合工作实际，符合条件的
将由茂名市总工会支持创建

“茂名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

黄奕奕表示，各地各级工
会要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
竞赛，不断提高竞赛覆盖面和
影响力，深入开展岗位练兵、
技术比武、合理化建议等群众
性创新活动，焕发广大职工群
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潜能，积
极投身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
践；进一步加大工匠人才选树
培育力度，讲好劳模故事、劳
动故事、工匠故事，为职工成
长成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
推动更多的工匠、技术能手竞
相涌现。

三市茶艺师同台比拼
争夺省决赛入场券

茂名晚报讯 记者刘锋兰 通讯员陈富
强 林梅芬 黄春蓉 云开雾岭春来早，绿美
植树正当时。2月22日至23日，广东云开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茂名市国有大雾
岭林场的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共40多人，联
合在粤西最高峰大田顶的雾岭天池相关
区域开展“绿美茂名”义务植树大行动，第
一时间响应省、市的号召，以实际行动积
极投身到绿美行动中，助力推进绿美广东
生态建设，全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植树当天，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
的天气虽然略显寒冷，但丝毫阻挡不了林
业党员干部职工们的植树热情。在植树现
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示范植树培训。
随后，保护区和林场的单位负责人带头挥
锹铲土。两个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分工协
作、相互配合，拉运树苗、布点挖坑、扶树正
苗、提水浇灌……干得如火如荼，热火朝
天。植树期间，茂名市林业局领导到植树
现场调研指导，并在植树区域与林业职工

一道种植下适宜雾岭天池水土的树苗。新
种下的树苗迎风招展，生机勃勃，与雾岭天
池周边的绿水青山自然地融为一体。

据了解，此次义务植树活动以“植树
造林绿美茂名 携手共建美丽家园”为主
题，也是云开山保护区和大雾岭林场党员

干部职工“绿美茂名”志愿服务的一项重
要实践活动。经过两天时间的努力，全体
干部职工按照规划设置的植树点，共植下
了樱花树、桃花树、垂柳树、映山红、四季
茶花、黄金熊猫、黄金香柳、柳杉、红豆杉
等树苗 500余株。

植树现
场。通讯员
陈富强 摄

云开山保护区联合大雾岭林场开展“绿美茂名”义务植树活动

雾岭天池又添新树 500余株

茂名晚报讯 记者冯小飞 通讯员苏柯
子 将民俗文化、将体育运动与音乐舞蹈
融合，广场舞蹈还可以这样跳！昨晚，“舞
出梦想——茂名市第六届百姓广场舞蹈
大赛暨展演”在茂名影剧院举行。来自我
市各地的 18支优秀队伍、300多名参赛选
手同台比“舞”展风采。经过角逐，茂名田
家炳中学、电白区文化馆文旅志愿者舞蹈
队等8支队伍的舞蹈荣获金奖。

本次大赛由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主办，由茂名市文化馆、茂名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进入当晚大
赛暨展演的 18 支队伍，是由茂南、电白、
化州、高州、信宜等各地文广旅体局和文
化馆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各参赛队伍围
绕“百姓”为核心出发点，将各地区的民俗
文化与音乐舞蹈相结合、将体育运动与现
代舞蹈相结合、将民间舞蹈与体育舞蹈相
结合，以更专业、更细致的编排技巧诠释
了广场舞独特的魅力。

比赛现场，每一位舞者都精神饱满，
伴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他们以广场舞

的形式，展示了好心茂名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新风貌，舞动和抒发了我市人们对祖
国、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疍家女》《冼太
高凉练兵舞》等节目向观众展示了浓郁的
本土特色，《舒心的日子扭着过》《喜乐年
华》等展现了生活的本色和对生活的热爱，

《走进新农村》《奋斗吧中国》《党的光辉照
我心》等传递出积极奋发、昂扬向上的情
感……广场舞可以如此多姿多彩！每一
支舞蹈都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参赛队伍中有不少队伍来自基层、来
自退休干部职工，他们自信地在舞台上展
露风采，让观众感受到舞动的魅力，感受
到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舞蹈的激情。

随着广场舞活动的蓬勃发展，我市
从 2014 年起举办百姓广场舞蹈大赛，至
今已是第六届，多年来共吸引了 6000 多
热爱广场舞的市民参与赛事，产生了 149
支优秀队伍进入大赛暨展演中。这项在
百姓“家门口”搭建文化舞台的活动，逐
渐发展成人们心中充满活力的文化品
牌，在丰富大众精神生活之余，也让热爱
广场舞的老百姓更好表达出心中的幸福
感与获得感。广场舞比赛的举办，将有
助于提高我市全民健身意识、推动文化
传承发展。

本次大赛暨展演还通过线上平台进
行直播。当天晚上国家公共文化云直播
间以及茂名市文化馆直播间线上观看活
动直播人数超过了 40万人次。

舞出梦想，舞出百姓的精气神
茂名市第六届百姓广场舞蹈大赛暨展演昨晚精彩进行

扫一扫看视频
参加市第六届百姓广场舞大赛的各舞蹈队轮番

上台展演。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岑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