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乡村工匠三灶鹤舞（非遗传承）工作室在海澄小学揭牌

开创非遗传承发展新局面
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电梯维修保养竞赛项目举办

金湾企业员工
包揽冠亚军

三灶岛上山林葱翠茂密，有大面
积的红树林、滩涂和湿地，河海交错，
吸引白鹤等飞禽在此地栖息繁衍。
自古以来，三灶人民喜爱、赞美白鹤，
称之为“仙鹤”，观其形、听其鸣、仿其
舞，依其外形扎制“鹤衣”，创作了三
灶鹤舞。

三灶鹤舞是三灶村民给60岁以
上老人拜寿，为30岁以上村民祈福
的一种礼仪习俗，表演者身穿鹤衣，
形象地演绎仙鹤觅食、梳毛、嬉戏等
生活状态。这是三灶镇独有的一种
传统舞蹈，以前仅在春节期间和重大

节日时才表演，流传至今已有700多
年历史。2011年，三灶鹤舞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鹤舞
老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一代对学习这
一传统舞蹈缺乏积极性，三灶鹤舞的
传承面临困局。

2008年，在各方努力下，海澄小
学开设了鹤舞传承班，由三灶鹤舞传
承人之一陈福炎老人亲自授课。如
今，每逢周四下午走进海澄小学，随
着鼓点、锣声和钹响，一场舞蹈开始
了，只见一群“白鹤”随音乐跳动起
来，舞尽了白鹤优雅腾飞的神韵和姿

态，这段舞蹈模仿了白鹤捕鱼、飞翔、
嬉戏的形态，舞姿优美。

不同于传统的三灶鹤舞，加进
了不少新元素的海澄小学版三灶
鹤舞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基础动作，
还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更具有表
演性。

海澄小学校长胡宏娟表示，为了
让三灶鹤舞传承得以持续，在保留鹤
舞精髓的同时，对其从服装、造型、动
作等各方面进行变革，在传统鹤舞中
融入现代风格，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
目光。

根植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风格

本报讯（记者蒋毅槿）为解决电动车
充电问题，避免安全隐患，经过考察调研
后，南水镇通过“民生微实事”项目在荷
包村和高栏村建设免费的电动车集中充
电桩于近日投入使用，从源头上解决居
民电动车充电难题。

在荷包村电动车充电桩，村民只需
登记信息、签订承诺书，即可免费充电。
据介绍，为消除电动车充电的安全隐患，
解决停车难、充电难问题，荷包村广泛征
集村民意见和建议，将安装电动车充电
桩项目纳入“民生微实事”项目。安装好
的充电桩设置了防漏电充电端口，还加
装了防水车棚，既可以遮挡阳光避免高
温曝晒，又能遮风挡雨，深受村民认可。

在高栏村，大部分住宅依山而建，村
内也缺少统一的摩托车和电动车停放
点，导致车辆随意摆放、随意充电，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影响村容村貌。高栏
村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和建议，通过“民生
微实事”项目，在西社旧公厕和旧小学篮
球场南侧空地建设了两个停车棚，共增
设52个充电位置，完善了村内公共设
施，让村民不花一分钱就能快速充满电。

电动车集中充电桩投入使用

为绿色出行“加油”

本报讯（记者蒋毅槿）9 月 25日，
2022年珠海市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电
梯维修保养竞赛在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
学校成功举办，来自珠海、澳门15家从
业单位共 20支参赛队参加了本次比
赛。其中，金湾区企业三洋电梯（珠海）
有限公司员工张水明、马伟钉分别获得
比赛第一名、第二名，香洲区企业珠海广
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员工李添辉获第三
名。同时，张水明将获得珠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的“珠海市技术能
手”称号。

本次大赛是我市2022年第三届职
业技能竞赛系列活动之一，由珠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联合主
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市特种设备
协会具体实施。大赛分初赛和决赛两阶
段，初赛以客观题理论考试形式进行，决
赛以相关权威标准规范为依据，考核电
梯困人故障的处理，紧急电动运行装置、
极限开关、检修装置等故障排查与处理，
以及门锁装置的隐患排查与处理等内
容。

三洋电梯（珠海）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该公司将扎根金湾、立足珠
海，不断培育具备良好职业素质、掌握精
湛技艺的电梯技能人才，通过创新理念
和独特的操作工艺和精湛的电梯技能，
推广特色产品、打造智能化生产基地。

电梯维修保养竞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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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借助此次珠海乡村
工匠三灶鹤舞（非遗传承）工作室的
揭牌，三灶镇将不断创新非遗传承方
式，把非遗课程纳入学校的教学内容
当中，让非遗传承拥有源源不断的内
生动力。

“我们工作室接下来会在三灶鹤
舞的动作、鹤歌上进行创新，把三灶
鹤舞跟其他的非遗项目如剪纸、编
织，融合在一起。”何三兰说道。

据了解，三灶镇有着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三灶鹤舞只是其中
之一。从2007年开始，三灶镇通过
走访调研、收集资料、撰写文本、视频
录制、推荐申报等工作，该镇12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入选各级非
遗代表性名录，包括国家级代表性名
录三灶鹤舞，省级代表性名录三灶民
歌、三灶竹草编织技艺，市级代表性
名录三灶八堡歌、起名、定家湾茶果、

花袖、三灶狮舞、三灶海上龙舟赛、三
灶蚝油制作技艺、三灶剪纸以及区级
代表性名录抢花炮。目前，三灶镇还
在深挖历史人文资源，将具有历史、
文学价值的“三灶民间故事”申报成
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多事情都要从‘娃娃抓起’，
包括非遗传承。我们从2015年到现
在一直在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我们通过创新服务内容与形式，将三
灶镇非遗文化融入到三灶镇少年儿
童的生活与学习中，不断培养出热爱
非遗，掌握非遗制作技能的青少年。”
三灶镇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三灶镇中心小学是三灶竹草编
织技艺、定家湾茶果和三灶民歌的传
承基地，海华小学和海澄小学则是三
灶鹤舞的传承基地。每个学校的“第
二课堂”都有非遗课堂的选项，孩子
们可以在下午4时的“第二课堂”里，

跟非遗传承人学习非遗技艺。“在校
园外，我们还有专门的非遗传承基
地，近年来校园内外各类公益培训活
动吸引了2万余人参与。”该工作人
员说。

据介绍，在积极推动非遗项目进
学校、建立传承基地、打造传承队伍
等工作之余，三灶镇非遗项目在边保
护边创新中与旅游、文创产业有机融
合，受到越来越多市民游客的青
睐。近年来，三灶镇尝试进行了非遗
文化项目的商业化推广，在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同时，不仅推广宣传三灶
非遗项目，又能让非遗资源转化为促
进农民增收的产业项目，全面助推乡
村振兴。此外，三灶镇多次组织三灶
鹤舞、三灶编织、三灶民歌、定家湾茶
果的非遗传承人，参加市内外的各类
文化交流活动，以刺激文化消费，带
动非遗传承人群增收。

立足校园课堂 创新传承方式

海澄小学学生正在排练三灶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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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金湾

9月27日，珠海乡村工匠三灶鹤舞（非
遗传承）工作室在三灶镇海澄小学正式揭
牌。工作室负责人何三兰表示，工作室将发
挥各级非遗传承人的专业特点与优势，通过

对三灶鹤舞的探索创新，不断挖掘三灶鹤舞
的文化魅力和教育功能，有力推动鹤舞文化
“走出去”，助力金湾开创三灶鹤舞非遗传承
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