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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因受到村民认可，

李志成被推选为璜溪经济社社长。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璜溪村，保留

了明清时期古建筑群、古祠堂、古民

居130多间，是南海区“十大”古村

落、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

虽说名声在外，当时的璜溪

村，由于许多村民移居海外，部分

老宅古巷内杂草丛生，村中9条巷

道，有3条被堵成“断头巷”，部分房

屋也由于年久失修几近坍塌。

当时，李志成看到先辈留下的

宝贵财富就这么一直荒废着，心有

不甘。在他担任璜溪村经济社社

长的时候，古村保护被列入议事日

程。璜溪村也引入了古村文化保

育项目和社工机构，积极挖掘古村

文化。在与社工交流及到南海区

西樵镇松塘村等地的学习中，李志

成看到了重振古村文化的希望，也

坚定了古村活化的信心。

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古村文

化保育项目升级为古村社区营造

项目。该项目培育村民骨干，孵化

出璜溪导赏员、“美妈厨神”等志愿

服务队，带动更多村民参与村中各

项事务。社工还梳理了璜溪村的

民俗活动，如天后诞、太公分猪肉、

白话剧等，让民俗活动得以传承。

古村活化，环境干净整洁是前

提，李志成和班子成员挨家挨户动

员村民打扫祖屋。当时，多间房屋

涉及水管网改造，李志成及班子成

员积极做好村民工作，经常从一大

早忙到天黑。在大家的努力下，璜

溪村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一些

废弃的古屋被整理出来。这时，众

人惊喜地看到，原来璜溪还有这么

多古建筑可以修缮。

狮山新乡贤李志成：

因地制宜谋发展 800岁古村焕生机

建村800多年的南海区狮山镇璜溪古村保存

有明清古建筑130多间，过去不少都荒废着。璜

溪村经济社社长李志成不甘心这些古建筑资源荒

废凋零，四处“取经”，并带领班子成员及村民发掘

古村文化价值，链接多方资源，让古村焕发新活

力，成为狮山文旅一张闪亮的名片。

李志成肯学肯干，他和班子成员

一起，主动研究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

争取政府部门对璜溪村建设的资金和

资源的支持，积极落实各项工程，如请

村民共同参与策划设计位于炮楼内的

村史馆，馆中不少展品由乡亲捐赠。

一座座古建筑被修缮，既保存

了村庄原有风貌，又赋予了其新的

功能。修缮活化后的德深公祠成

为咏春养生馆。秉裕书室作为乡

建学堂使用，开展座谈会、摄影课

堂等活动。广东省首个岭南广府

建筑传习基地在古村揭牌，整个古

村成为“古建教室”。

河涌净化了，古建筑修缮好

了，古村绿化、厕所、停车场等环境

建设被列上了议事日程。

在开展“三清三拆三整治”时，

璜溪村发现村民房前屋后有许多

空地。李志成带头，腾出两块闲置

地，并号召村民腾出24块共1580

平方米闲置地，打造成了精致的二

十四节气主题花园。

2020年，政府部门计划将璜溪

村打造成“君子怀玉 仁德璜溪”的

特色精品村。而在此之前，由于李

志成及班子的不懈努力，璜溪古村

活化已有既定方案。乘此东风，璜

溪村的乡村振兴又迈上了新台阶。

旧仓库、旧祠堂等村集体物业

盘活了，村民看到了商机，纷纷主

动自费修缮自家闲置的祖屋，用于

出租或用于亲友回乡创业。

场所建好了，还得有人气。为

吸引多方来客，李志成邀请艺术家

来村里作客，搭台办艺术集市。李

志成变身义工，义务接水电、协助

搭帐篷、管理停车场……他忙得不

亦乐乎。

李志成积极鼓励村里的“美妈

们”在各项活动中亮出她们研发的

“璜溪三宝”，即鸡屎藤薄撑、鸡屎

藤千层糕、鸡屎藤糊。他还请村

民、志愿团队、社工一起参与，举办

璜溪暑期夏/冬令营，培育小小导赏

员，举办璜溪村旧相片展览、摄影

比赛、非遗展览、艺术展等特色文

化活动，让古村不断增添新活力、

新魅力。

得知有客商想在古村办咖啡

馆，李志成认为，这是活化璜溪古

村、发展文旅新消费业态的良好机

会。他先是把自家已租出去的祖

屋收了回来，并挨家挨户动员其他

五家村民，将各自家祖屋一起租给

了这名客商。就这样，璜溪古村迎

来了首个咖啡馆，并带动一系列文

旅从业者入驻璜溪古村。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村民回

村创业，提质升级的新消费业态也

慢慢变多。走在巷道里，转角的旧

屋可能是餐饮店、咖啡饮品店，可

能是艺术工作室，也可能是文创体

验店。

璜溪古村已荣获“中国传统村

落”、“广东省古村落”等荣誉称号，

现已有文旅实体项目20间，还将引

入非遗体验馆、粤剧传习所等研学

项目。

链接资源赋能古村文旅大发展

用行动奏响乡村振兴之歌

黄浩国2016年从广州体育学院毕

业，他选择来到顺德西南部的一所乡

村小学执教。时至今日，黄浩国还记

得当年应聘古朗小学的情景，“当时，

也有广州的学校早早发来工作邀请，

但自己还是选择了古朗小学作为自己

教学生涯的第一步”。

黄浩国说，选择古朗小学的原因

有两个。一是这所学校有培养杰出优

秀乒乓球运动员的历史；二是被当时

学校校长陈志豪的办学情怀打动。“陈

校长跟我说，学校的条件可能留不住

你，但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一定尽

最大的努力为你创造最好的平台，把

乒乓球运动作为办学特色，再续四十

年前的辉煌。”

原来，在20世纪70年代，古朗

小学曾经培养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

标赛单打季军伍锦星、德国乒乓球公

开赛女子赛事冠军伍佩华以及1988

年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广东省赛区

乒乓球男单亚军、团体亚军伍文英。

让古建老宅“活”在当下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顺荣、朱德文

在顺德区杏坛镇古朗小学乒乓球训练馆，学校乒乓球队正在分组进行对抗训练，学生们神情专

注，教练黄浩国细心观察队员每一个动作，逐一指导并现场示范标准动作。

黄浩国2016年9月入职古朗小学成为一名体育老师，执教学校乒乓球队。球队在他的带领下

先后多次在市、区比赛中获得佳绩，有多人次登上全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他用心用情点亮了一所

乡村小学的“国球梦”。黄浩国也荣获了“佛山市优秀体育教练员”称号。他期盼，未来可以培养出

乒乓球世界冠军，让更多人爱上乒乓球这项运动。

坚定了信心，有学校的

大力支持，黄浩国开始了在古

朗小学的教学生涯。但是，他

的第一步走得并不顺畅。

2017年4月，黄浩国首次带

队参加全区比赛，没有一位学

生打进前8名，最后团体总分

是0分。

黄浩国没有气馁，他把

这个“零分”当成了新起

点。针对学校和学生的实际

状况，黄浩国通过深入研

究，“对症下药”创造一套

适合学生的训练方法。为了

训练学生的起跑速度，他自

制了起跑器。为了训练学生

的腿部力量，他找来废弃的

轮胎代替专业的训练器材。

他还自制各类捡球器、反弹

器等等，千方百计提高训练

质量和效率。

同时，黄浩国在学生身

上投入更多时间，每天上午

训练40分钟，下午托管课结

束后，带着队员们继续训

练。对于一些主力队员，他

还会陪练到晚上七八时，常

常成为全校最早到、最晚归

的老师。“我们的训练是在不

影响文化课的前提下进行

的，训练中我发球给学生

练，每天平均至少拍20筐，

每筐装满有200多个球，所

以两只手都长满了茧。” 黄

浩国说。

短短数年，经过黄浩国

的摸索和创新，古朗小学的

体育教育焕然一新。2023年

4月底，2023年第42届“银

河·开拓杯”全国少儿乒乓

球比赛在天津举行，黄浩国

带领古朗小学乒乓球队6名

队员加入佛山市乒乓代表队

出战比赛，夺得3金1银。6

名队员全部获得“优秀运动

员”称号。黄浩国被评为本

次比赛“优秀教练员”。古朗

小学乒乓球队的成绩从全区

垫底到站上全国比赛领奖

台，黄浩国花了6年。

在杏坛镇古朗小学乒乓球训练馆的

墙上贴着很多标语，如“积极阳光”“勤于

练”“我是未来的世界冠军”等。黄浩国

说，他的训练理念是：“让孩子们读优秀的

书，打专业的球，走健康的路，希望能够输

送更多的优秀苗子到佛山市体校，再到广

东省队，甚至是国家队。”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黄浩国说，

争取培养出未来的世界冠军这个目标

并不容易，自己需要继续努力，当初选

择到古朗小学任教，就是为了这一个乒

乓球梦想而来的，虽然这几年也有不少

单位高薪邀请，但自己将坚守初心，继

续扎根乡村学校一线。

黄浩国不仅在古朗小学全身心投

入工作，还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模范带

头作用和辐射作用，在科研、课改、创建

学校特色等方面走在前头，积极推动杏

坛镇青少年乒乓球特色发展，建设并完

善“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乒乓球

特长学生培养运行机制，为杏坛镇培养

优秀乒乓球人才。

为情怀
投身乒乓球运动教学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金晓青 通讯员杨黛梅、邬秀芬

顺德乡村教师黄浩国：

用心用情点亮
乡村小学的国球梦

从零起步 站上全国比赛领奖台
坚守初心
扎根乡村努力追梦

璜溪古村。/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梁卫展、张鹏摄

◀李志成。/受访者供图

古朗小学乒乓球队在进行训练。

黄浩国带领古朗小学乒乓球队多次在市、区比赛中获得佳绩。
图为黄浩国在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