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相助，用关爱来培育新人

无悔选择，用笃行来诠释信念
在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打铁街和正街交汇

处，有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三层小楼。它的

外观并不光鲜，显得几分老旧，但是在这栋三层
小楼里，每一层都藏着不同寻常的惊喜：一层是

图书阅览室，二层是传统文化展示室和书法、绘
画爱好者的聚集地，三层是曲艺爱好者的交流场
所。这里是公馆镇文化站，就是这一个文化站，

曾获得“广东省特级文化站”“广东省基层宣传文
化先进单位”的殊荣。而自称为“文化守门人”的

站长曹华区，经过多年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意志
坚定、行稳致远的基层文化人，拥有着“广东省最
美文化站长”“广东省宣传文化能人”“广东省基
层先进文化工作者”等诸多称号的美誉与荣光。

在经济欠发达的粤西，一个小小的乡镇文化
站，它何以成为全省1600多个文化站的典范？作

为基层文化人 ，如何始终坚守住基层文化阵地，
自主培育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觉？我
们从曹华区朴素的职业初心和敬业奉献的高尚
品格中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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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公馆镇文化站后，曹华区一直
喜爱搞“文化”，喜爱被人称为文化人、文
化工作者。他将“文化”二字奉为人生追
求，而这也恰是他的职业初心。

作为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
曲艺家协会会员，曹华区是个多才多艺的
文化人，集“吹、拉、弹、唱、创、演”各种才
艺于一身。他利用自身所长，结合文化站
职能，组织开展送书法、送戏曲进校园、进
乡村活动，组织开展乡村文化活动，到“悦
动茂名”曲艺窗口的春苑公园为群众义务
演出，随市戏剧家协会、市曲艺家协会到
基层进行慰问演出，邀请书法家一起挥毫
泼墨为民送春联，到机关、学校、村委会为
党员、老师、学生宣讲……一切与群众文
化相关联的活动，他都如影随形地追随
着，乐此不疲地投身其中。

自从进了文化站这个门，曹华区就认
真当好“文化守门人”，以忠诚和担当，坚守
着信念和初心，坚守着职业梦想与时代使
命，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担纲举旗、殚精竭
虑，撑起了公共文化一片蓝天。31年来，曹
华区以文化站为家，经常吃住都在文化站，
用他的话说文化站就是他的家。来到曹华
区的宿舍，干净整齐中散发着一个文化人
独有的气息，唯一觉得不同的就是那个电
饭煲，还有一罐用盐腌制的黄榄。原来镇
政府饭堂晚上不开饭，他的晚餐就经常是

“白粥黄榄”简单应付，而将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基层群众文艺的创新与创作，
在寂寞和清贫中砥砺前行。

曹华区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泛赞誉和
首肯。他组织、导演的文艺演出，以及创作
的文艺作品捷报频传：组织的粤曲独唱《貂

蝉怨》和《武则天》分别获“荔红
杯”茂名市首届粤曲私伙局比赛
二等奖；组织文化站曲艺团参加
首届广东省私伙局大赛荣获社区
组银奖；在广东省家庭法治知识
演艺大赛中获优秀奖；组织公馆
文化站曲艺团参加“红荔飘香”茂
名市第三届粤曲私伙局大赛获得
金奖；导演的小品《姑妈》、曲艺《偷
梁换柱》分别获得2017年茂名市廉
政小品曲艺创作大赛小品类、曲艺
类银奖，《偷梁换柱》还入选了第二
届讲好中国故事全国展演活动；创
作的歌曲《你的平安我的年》获得广
东省优秀“抗疫”公益歌曲，参加茂名
市第三届群众音乐舞蹈花会获得音
乐类铜奖，并登上“学习强国”平台。

岁月不会忘记，2015年7月的一
天，《羊城晚报》整版报道了曹华区爱
岗敬业的事迹，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
人，手里就拿着当日的《羊城晚报》，
居然从几十公里外的电白区陈村镇一
路打听寻找来到公馆镇文化站，见到
曹华区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世界很
少像你这样的人了……”曹华区就是
这样，用自己的无价情义，一往情深与
文化结缘；用自己的赤心真爱，塑造了

“最美文化站长”的飒爽英姿。
2019 年 6 月 14 日，继《羊城晚报》整

版报道 4年之后，《南方日报》以《为乡亲
们撑起一片文化绿荫》为题，也整版报道
了曹华区的“文化人”故事。

曹华区，俨然一个鲜活的文化符号，
代表着茂名基层群众文化的崛起与繁荣。

相传，大明永乐年间，国子监司业赖
隆长子赖华炎拥兵攻打闽沙县告捷，适逢
朝廷号召入粤开垦新地，华炎遂率兵从闽
经赣入粤，辗转至百粤西陲化州垦新。随
从军医罗辩①（一作罗忭）医术精湛，悬壶
济世，为民解困，深受百姓爱戴。石龙（编
者注：化州古称石龙）地处低洼多沼泽，瘴
疠之气甚盛，不少百姓常得咳嗽、痰饮痼
疾，重症者亡。

是年春，化州大地阴雨霏霏，雾气重
重，连绵月余，咳痰染患者众。辩结庐于
岗，接诊开方，对症施药，门庭若市。或桑
杏汤、二陈汤，或止咳散、黛蛤散，或清金
化痰煎膏、清心润肺煎膏，或川贝枇杷露、
桔梗麻黄露……不一而足。因石龙冷雨
绵绵，咳嗽患者暴增。辩纵尽所学、极尽
所能施治，奈何患者众，而药效甚微。

辩，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时日，寅起
更衣。出。

众患属齐行礼谢曰：大人高明，妙手
回春。吾眷属饮汤，咳喘几止。大人仙风
道骨，华佗再世。谨此谢忱！

一一扶之。若思若茫：“吾日用方、夜
用方，药效皆平凡无奇，为何昨日得此奇
效耶？”

差侍从问之。婢恐，抖如筛，蛇伏不
起。

辩佯嗔曰：昨日药方，或增减，或煎
工？何耶？

婢曰：昨日，寒雨淫淫，毋往石龙井取
水，擅取荷池水用心煎药，奴婢万死……
不敢偷工减料也。请大人责罚！

辩嗮然，轻捋白须，颔首。请起。
遂踱步至荷池边，惯见橘花漂于池面

上。躬身捧水啖之。沉吟自语：池水微甘
略苦涩，何耶？莫非橘花所致也？暗念：
今昔方同而效迥异，非偷工减料也，乃汤
异也？信步至池边橘树下：暖风拂过，橘
花飘香，沁人心脾。端坐石凳，兴叹曰：奇
花也。恍然大悟。

遣婢，凡今日患者盖一分为二，半者
沿用常方，半者加橘花共煎之。婢详记
之。次日。凡服加橘花方者，咳嗽几愈，
痼痰化之。凡服常方者，起色大逊。窃
喜，再用之。又翌日，盖与之同。

遂遣奴婢、家丁遍搜石龙岗、杏花村
（今宝山公园一带），凡橘花者悉数拾起，
星片莫遗。晒于庭前。藏之于坛。

一时间，南粤大地“神医治咳，妙手回
春”消息不胫而走。陆廉钦浦等地患者慕
名而至。无奈，橘花期短、少而缺。月余，
花尽。毛茸橘果挂满枝头。

辩思。其花能药，其果若何？
乃故伎重演。凡痰咳患者一分为

二。翌日。服果方者，痰咳痊愈；服常方
者，起色甚微。遂派家丁壮汉夙夜守护石
龙岗、杏花村橘树，严防盗贼。

自此，橘花橘果止咳化痰奇效，传遍
千里。粤桂琼诸地患者蜂拥而至、络绎不
绝。患者暴增，石龙岗、杏花村之橘花橘
果难以为继。

辩思，华炎主公心系社稷，食百姓饭，
穿百姓衣，保百姓安康，责无旁贷。遂禀
报：藉垦新之机，拓园扩种橘红树。准。
于境庐示约曰：凡痰咳痊愈者，须于石龙
岗或杏花村植橘苗三棵。

数年，石龙岗、杏花村漫山橘树葱茏，
橘林成海。是年三月，橘香万里；五月，橘
果累累。

主公盛赞之，挥毫名曰：赖家园。立
匾于园门。并在荷池中央建塘楼，设“文
徽书轩”以育后人。

相传，明宣宗一嫔妃身患痼疾，久咳
不愈。奏，岭南有奇果，全身毛茸茸，馨香
经年不息，愈陈愈佳。遂传圣旨。

辩接旨。整理行囊，盘发束须，星夜
兼程。朝贡橘果。

百姓闻之，夹道泣别。但见辩骑白
牛，腾云而去。石龙城东侧华严庵②门楹
联曰：

韵事忆当年，橘树千株经手植；
仙踪留此地，茅庵一所寄身栖。
念辩心系百姓，建园有功，华炎厚其

眷属，视如己出，敬如亲房。从此，赖罗永
世同堂，虽历经改朝换代，或兵荒马乱，或
饥寒流疾，赖罗宗亲皆相互支持，相互搀
扶，携手共进，与世同昌。

辩亲堂于赖家园题联曰：杏花御药香
天府，橘井仙泉济众生。辩悬壶济世，功
德无量，石龙百姓建庙设堂，世代供奉感
恩，以之敬仰。此乃后话。

注：
①罗辩：一作罗忭，“辩”与“忭”同音，

疑为同音讹传。
②华严庵：因赖华炎是罗辩的将领；

“严”与“炎”同音，疑为同音讹传，应为“华
炎庵”。

曹华区在排演节目。

罗辩识橘传
——根据赖氏老谱相关记载整理

■ 赖辉茂

文/本报记者柯小瑛

1991年9月17日，20岁出头的农民儿子曹华
区怀揣着崇高的职业梦想，踌躇满志地进入茂南
区公馆镇文化站工作。

“人生有两个一致就完美了，兴趣与事业一
致，爱情与婚姻一致。我的职业初心就是要干好
文化事业，我算是找到了一份与自己兴趣相契合
的职业，感觉时间很快，这一干就是 31 个年头
了。”言语间，让人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满足和自
豪。

公馆镇文化站这栋40多年楼龄、略显陈旧的
楼房并不引人注目，然而里面给人的第一感觉就
是干净整齐、文化气息浓郁。曹华区说，这是他
想要的模样，自 1991年进入文化站那一天起，他
就一直把这里营造成外观干净整洁、内窥传承文
脉的心灵家园。在他看来，文化站的颜面和底
蕴，就是他身为文化人的颜面和底蕴。

公馆是茂南区文化大镇，文化底蕴深厚，不
但拥有久负盛名的百年老校茂名市第五中学，而
且该镇历任文化站站长都称得上是满腹经纶的

文化人，如周辉文、梁祚维，在这两位前任站长的
精心打造下，公馆镇文化站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
评为广东省文化系统先进单位。如何去接好前
人的接力棒，传承文化薪火；如何在前人的基础
上守正创新，将基层群众文化推上一个新台阶？
这才是他这个后来人要去认真思考并忠实践行
的课题。因此，在镇级文化这片土地上，曹华区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近年来更是凭着满腔热忱，
将文化站建设成为备受社会赞誉的“广东省特级
文化站”，用心用情为茂南区、为茂名市在全省乃
至全国锻造了一张活力与大雅并存、守正与创新
齐驱的文化名片。

谈及日常运作，曹华区半开玩笑地说：“经费
不足，没有人员，多年来，好像‘守寡’一样守着文
化站，全副精力都在这里。吃饭快、走路快、做工
快，使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快’站长。”

因为执着和热爱，无论怎样的条件，曹华区
都风雨兼程、无怨无悔地守望着、播种着这一方
让他深情眷恋的文化园圃。

众所周知，粤西乡镇基层文化站的资金并不宽
裕，难以改变其日渐“衰去”的外貌，而曹华区却无
惧艰难和繁琐，怀着对群众文化的赤诚之心奉献之
情，以自己的辛勤劳作和苦心孤诣，把他负责的公
馆镇文化站经营得有声有色。经过年复一年的俯
身躬耕，文化站渐次“开花结果”了。

干净整洁的文化站里，阅览室、排练室、展览
室、曲艺室等文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并相继免费
对外开放。令人称道的是，曹华区请来当地中学的
美术老师、茂名市的书画艺术家等到文化站给附近
学生授课，其中有很多学生从这里走进广州美术学
院、星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高校，甚至还有不少人回
到这里举办书画展。更可喜的是，这里已是公馆文
化站曲艺团的家园。该曲艺团是一支长期活跃于
城乡舞台的文艺表演团队，阵容庞大，设施配置齐
全，队员们团结和谐、乐观善良，人人都是“多面
手”，来者即演。他们不但经常在文化站开锣，而且
深入农村和社区义演，为群众献上形式多样、内容

健康的精神食粮，还常常到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和
演出，给老人们送去关爱和温暖。同时，在曹华区
的组织下，曲艺团经常与外地团体进行艺术交流。
近年来，文化站曲艺团迎来了广州、东莞、珠海、韶
关、湛江等地和新加坡、加拿大、英国、丹麦等海外
华人的曲艺团体，国家一级演员、《七十二家房客》

“金医生”的扮演者冯刚毅也亲临指导，为公馆镇文
化站与周边城市和海外华人艺术团体架起了文化
艺术交流借鉴的桥梁。

近年来，公馆镇文化站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机构
的基本职能作用，积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已成为公馆乡镇基层文化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除了承担文化方面的功能，它还为附
近居民提供了公馆镇全民健身广场这块免费惠民
的健身场地，篮球、乒乓球、健身舞等运动天天在广
场上演。每逢节假日，还会开展各种体育赛事，让
社区居民在接受文化熏陶之余，还能享受良好的健
身氛围。

无惧艰难，用奉献来苦心经营

坚守初心，用乐业来书写人生

公馆镇文化站
站长曹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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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
到中年，镜鉴成长的身影，曹华区深深明
白自己当初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
今天的，所以他一直都很爱护年轻人，常
常以自己的心路历程，激励年青一代学
习、热爱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在曹华区亲力亲为、谆谆善诱的带
动和感召下，很多年轻人开始对传统文
化感兴趣，跟随在他身边进行日积月累
的学习，如今他已是桃李满天下。即使
如此，曹华区依旧保持着初心，为传统
文化寻觅下一个传承人，用自己的至
真至诚的职业情感，厚植文化沃土，而
自己则甘为人梯，让传统文化打动更
多年轻人踩着他的肩膀成长成才。

2022年的春节前夕，公馆镇文化
站举办了“书香墨韵喜迎春”迎春送
春联活动，这是公馆镇文化站每年都
举办的活动，为群众挥毫书春、喜迎
佳节。曹华区本身也是一位书法艺
术功底扎实的文化人，常年来为群
众义务写春联，但这一天，他“醉翁
之意不在酒”，借着送春联的名义，
把一位 16 岁的孤儿邀请来文化
站，和居委会主任、工作人员一同
与其谈心。在曹华区看来，这位
在读职业技术学院的孤儿是缺少
一位领路人，在叔叔家生活的他
变得有些内向，心中藏着许多不
曾向外人吐露的心声。曹华区
知道，这个年纪的少年最爱胡思
乱想，于是，用真诚的态度、谆
谆诱导的话语，慢慢地撬开了
他紧闭的心房，最后还带着他
去买衣购物，让他感受到爱和

温暖。“虽然这位少年最后只是说了‘谢谢
’，但他眼里含着的泪花，我知道他已经打
开心结，开始走上正轨了。”曹华区说，这是
他最欣慰的事。

多年以来，曹华区高尚纯粹的个人魅
力，吸引了很多青少年追随学习传统文化，
他也用爱心感化了一众孺子。在文化站工
作31年，经曹华区教导、关爱过的学生不计
其数。一直以来，他常用自己微薄的薪金
去帮助困难学生，更为每一个学生传递积
极进取、向善向上的正能量，使他们从小学
会感恩，学会坚强。在曹华区的感化下，很
多学生都学有所成，走向社会已独当一面，
特别是那些美术、音乐专业的学生，时至今
日已是成名成家。如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
的王晓宁，曾代表茂名参加“魅力中国城”
的竞选；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柏小
波、梁振杰等，也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
艺术天地。

岑川，一名 1 岁多就失去父爱的大学
生。为了供兄弟俩读书，他的母亲打几份
工，并依靠政府的低保金扶持，带着两个幼
儿艰难度日。难得的是，岑川和他的哥哥
2017 年参加高考，分别被广东海洋大学和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录取，岑川因为其时到
镇政府盖一个贫困生助学的公章而认识曹
华区。了解情况后，曹华区亲自买了一台
电脑送给他，还鼓励他参加大学的笛子社
团，并为他买了笛子。岑川每次放假回来，
曹华区不但为他送钱送物，还义务教他音
乐、书法、文学等传统文化知识。去年岑川
生日，曹华区给他寄去衣服，并附上深情的
祝福：“让我今天的温暖，镶补你没有父爱
的童年。”而岑川则流着泪感言：“这是我见
到的最伟大的祝福……”（上）

一个基层文化阵地的守望者
——记群众文化“守门人”、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文化站站长曹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