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繁军是土生土长的罗

洞村孔村经济社人，他与醒狮

的缘分，早在三四岁时便已生

根。小时只要锣鼓声从远处

传来，哪怕隔着两公里路，他

也会喊上自己的小伙伴走路

过去，非要挤到人群前看个究

竟。到了三年级，村里祠堂落

成，每年正月初三，松岗石碣

的狮队都会来拜年——腾跃

的狮头、灵动的摆尾、配合着

鼓点的起落，那些鲜活的动作

像刻章般印在他心里，越看越

痴迷。

可这份热爱，在二十世纪

90年代初的现实面前显得格

外沉重。包括锣鼓镲以及狮

头狮尾，一套舞狮道具要两千

多块，对月薪仅几百元的家庭

来说堪称奢侈，父母自然不肯

松口。但孔繁军憋着一股劲：

从捡破烂、抓青蛙卖钱，到稍

大一点又趁着暑假打零工，时

薪一块钱，又是攒下几百块。

直到1995年，即将初中毕业

的他，联合8个同样痴迷醒狮

的伙伴，才凑够钱买下属于他

们的第一套舞狮道具。

在没有狮头的日子里，他

们找来孵小鸡的纸箱套在头

上，摇摇晃晃地模仿狮子的姿

态；没有师傅教，没有录像带

可学，就一次次追着狮队看，

把每个动作记在心里，回来对

着空气反复揣摩。“那时候爸

妈总说这是‘不务正业’。”孔

繁军笑着回忆，语气里还带着

少年时的执拗，“没人指点，全

靠自己瞎琢磨，他们哪能放

心。”

转机出现在买狮子的第

二年。松岗石碣一位宗亲听

说了这群少年的故事，特意赶

来免费教了几晚，零碎的模仿

终于有了章法，他们才算真正

摸到了醒狮的门道。

凭着这份少年热忱，孔繁

军和伙伴们在日复一日的苦

练中技艺渐长。直到一次镇

里的醒狮比赛，他们捧回第二

名的奖状，父母紧锁的眉头才

终于舒展——原来孩子的坚

持，真能闯出个模样。后来他

外出谋生，开小货车、经营大

排档、做装修，手上的活计换

了又换，唯独醒狮始终攥在手

心，从爱好慢慢成了刻进骨子

里的使命。他开始琢磨：要让

这门手艺传下去，传得更远。

于是便有了如今成群的

狮山醒狮少年。从一开始的

选苗子、制定训练计划，到设

计队服、带着孩子们跑比赛、

赶演出，里里外外都是他一个

人扛着，哪怕耽误了营生、自

己家的房子从 2018年修到

现在没完工也不吭声。

“我少年时没能在师长同

学面前，真正威风地舞一次

狮，这是一辈子的遗憾。”他望

着榕树下练功的孩子们，眼里

亮闪闪的，“现在就想让更多

孩子有机会接触醒狮，把这份

文化自信刻进骨子里，成为他

们青春里最耀眼的光。”

亲子学急救知识
共筑儿童安全网

珠江时报讯 记者张喜洋 通讯

员林丽婷 7月10日，丹灶镇妇联举

行“安安哨子”儿童安全教育普及活

动。近20组亲子家庭在专业救援

队员指导下，亲身体验了儿童安全

实战课。

上午9时，在大藤水岸公园，近

20组亲子家庭分成若干组，在雄鹰

志愿救援队教官的引领下，学习救

生衣规范穿戴，随后在教官的辅助

下，大家登上救生艇。不少小朋友

第一次乘坐这种救生艇，既紧张又

刺激。

教官趁机抛出野外水域安全话

题：“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藏杀机。”

教官剖析野外水域“四宗罪”：水况

复杂易遇暗流漩涡、水质不稳含细

菌病毒、水温不定易致抽筋、万一发

生险情而野外人员稀少难以及时获

救等，教导孩子们暑假期间，一定要

远离野泳。而当发现有人野外溺水

时，尤其是未成年人，千万不能盲目

下水。一场沉浸式体验水上救生艇

巡逻成为一堂生动的儿童防溺水安

全课。

随后，大家来到丹灶镇雄鹰志

愿救援队训练基地，教官马宏宇逐

一为大家讲解气道异物梗阻施救实

用技巧；救援万能结的打法和心肺

复苏等相关知识和实操。活动结束

时，记者留意到，家长黎敏仪仍主动

留下来，手把手再教孩子进行心肺

复苏的动作要领，直到孩子完全领

会，才放下心来。

“这样的亲子安全教育普及行

动很有意义，不但能提升孩子和家

长的救援能力，而且必要时还可以

帮助别人。”家长黎敏仪说。

未来，丹灶镇妇联将继续吹响

“安安哨子”，持续把儿童安全和儿

童保护工作做实做细，助力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共同守护儿童成长，擦

亮丹灶儿童安全教育服务品牌。

榕树下，已是大三的

陈家宝正带着两名少时一

同练功的伙伴，趁着暑假

回来当起了孩子们的“狮

哥”“狮姐”，与孔繁军一同

紧盯孩子们的一招一式，

把着训练的细节。

聊起当年与醒狮结缘

的缘由，陈家宝眼底泛起

笑意，记忆格外鲜活：那时

孔繁军走进学校，带着鼓，

袋子里鼓鼓囊囊装着椰子

糖。鼓槌一落，清亮的节

奏便撞进耳朵，他笑着招

手让孩子们上前试试，“记

准鼓点的，分四颗糖！”就

是这四颗裹着椰香的甜

蜜，把他“勾”进了醒狮队，

成了小小队员。

一旁的“大狮姐”罗颖

诗也有着相似的缘分。她

四年级时加入，成为狮山

醒狮少年，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工作，与此同时，她

也回到了这片榕树下，接

过教鞭，成了队里最年轻

的教练。鼓点里的成长，

便在这榕树下的新旧面孔

间悄然接力。

这份成长的背后，藏

着孔繁军的双重坚持：既

严抓技能，更在孩子们的

心性打磨上倾注心力。“舞

狮苦，得先有扛苦的劲儿，

才能把狮子舞活。”孔繁军

定下一条特别的规矩：经

家长同意后，狮山醒狮少

年犯了错——无论是在学

校挨了投诉，还是训练时

违反了队规，小腿都要挨

几下树枝打。

这般严苛，起初确实

让不少孩子哭着喊着要

退出。可一旦站上舞台，

听着台下的掌声，就再也

没有孩子喊苦了。“这是

他们在醒狮里找到了自

信。”孔繁军笑着说。十

多年过去，他带过几百个

孩子，靠着口口相传的口

碑，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

送来。

今年读二年级的邝子

晴，便是被抖音上醒狮视

频“勾”来的，她缠着妈妈

要报名来学狮，妈妈便帮

她在孔繁军这里报名，学

习半年，这个小姑娘已能

和伙伴稳稳完成“挂肩旋

转”的难度加分动作，光练

习就磨坏了两个狮头。

就连不到三岁的娃娃

也被这股劲儿感染。记者

在现场瞧见，一个两岁半

的小家伙攥着鼓槌，有模

有样地敲出几下闷响，一

旁的爷爷笑得眼角堆起褶

子：“孔教练闲下来就会逗

逗娃，教着敲两下，这鼓点

啊，从小就听进耳朵里

了。”

狮山醒狮少年的成长

里，藏着一串亮眼的成绩

单：2023年夏天，他们在

“福海杯”全国青少年舞

龙舞狮锦标赛中摘得季

军，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之声报道；2024年6
月，又在广东省小学生舞

龙舞狮比赛中拿下少年

甲组亚军；在狮山镇的龙

狮锦标赛上，树本小学醒

狮队连续两年蝉联青少年

组冠军，2024年更是包揽

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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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奖杯更沉甸甸的，

是孩子们品性里长出的温

度。十余年来，孔繁军几

乎没从舞狮培训里拿过

钱，多数孩子都是免费学，

即便早年收过二十来个兴

趣班学生的费用，也承诺

过“这一笔费用教到大学

毕业”——而钱也全用在

了孩子们身上：请咏春教

练、聘舞龙师傅，给训练场

地做修缮，连场地硬底化

都是他自掏腰包垫的钱。

直到 2023年，他才

试着和罗颖诗师徒两一起

办起托管班，白天教醒狮，

顺带辅导作业、管顿午饭，

这才开始有微薄收入。日

子过得紧巴，他却从没在

孩子面前露过半分难色。

孩子们心里都明镜似

的。回来帮忙演出的大学

生特意说：“我是来帮忙的，

演出费不用分我。”有学生

外出读书，过年时总会拎

着特产来看他，进门先喊

“军叔”“军哥”，再把礼物往

桌上一放，就帮着收拾训

练场、带“狮弟”“狮妹”。这

些瞬间，总让孔繁军的自

豪从眼里漫出来。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能

有赞助，我可以持续带着小

朋友出外比赛，这样他们的

水平就会不断提升，又能吸

引更多喜欢这项运动的人

加入。”孔繁军说。

十多年来，孔繁军以

醒狮为舟，载着孩子们驶

过成长的急流浅滩。他是

领路人，教孩子们挥臂摆

尾；是精神鼓手，在他们快

泄气时敲响鼓点；更用自

己的坚守，在乡土间铺就

一条传承之路。而那些从

榕树下走出去的孩子，带

着醒狮里炼出的韧劲与自

信，舞向更广阔的天地。

暑期悄然而至，狮山
镇罗洞村孔村祠堂附近
的那棵老榕树下，蝉鸣声
声里总伴着一阵铿锵有
力的锣鼓声。即便烈日
当空、暑气蒸腾，树本小
学醒狮队教练孔繁军带
领的狮山醒狮少年却未
有半分懈怠——扎马步、
摆造型、练腾跃、习鼓点，
一招一式反复打磨，汗水
浸湿了练功服也浑然不
觉。

这些孩子来自四面
八方：有附近村居的娃，
踩着单车就能到；也有从
里水和顺远道而来的，哪
怕要转几趟车，也从不缺
席。他们一口一个“军
叔”“军伯”“孔教练”地追
着孔繁军请教，而这位发
顶带霜的教头，总在鼓点
间隙耐心示范，额上的汗
珠混着笑意滚落。正是
这份相守与传承，让榕树
下的醒狮声，成了夏日里
最动人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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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艾草
“链”上大产业
狮山上柏社区打造红脚艾
全链示范基地

珠江时报讯 记者潘杨 通讯员

白建崧 蔡炳根报道 7月 10日下

午，狮山镇上柏社区烧学坑育苗基

地迎来“双喜临门”——红脚艾种植

培育基地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

地揭牌。这个由南海区农业农村

局、广东环保职院、狮山镇政府、上

柏社区党委四方共建的项目，既是

全区首个红脚艾全产业链创新示范

点，也是狮山镇“大城小爱”品牌赋

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上柏社区经联社社委黄汝球介

绍，这片20多亩的育苗基地曾是一

片闲置农地。2024年10月，社区

党委抓住省委“百千万工程”机遇，

以红脚艾种植为突破口，先后引种

3亩红脚艾进行育苗试种，在区、镇

农业部门和鲲鹏公司等单位的技术

支持下，仅用一年就实现了从3亩

试验田到20多亩产业化基地的跨

越。目前，社区已联合惠农公司、雅

容文化艺术集团等企业，规划170
亩研学基地，未来将形成育苗、种

植、加工、研学全链条。

上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经联社社长蔡华生表示，红脚艾

项目是社区探索“大城小爱”品牌与

乡村振兴结合的尝试。目前，社区

已推出艾草咖啡、艾味面包等创意

产品，如今更通过共建“大思政课”

基地，让高校资源下沉田间。

“学生将在艾草育苗中学习生

态农业，在研学策划中理解产业振

兴，这正是‘行走的思政课’。”广东

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委员、

副校长宋学忍说。现场，该校“百千

万工程”突击队获授旗，将参与红脚

艾品牌推广。

南海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兆

强点赞上柏“小切口推动大变革”的

创新思维。据悉，项目已吸引雅容

文化艺术集团等企业投资，广东环

保职院将提供技术转化支持，形成

“社区主导、高校智援、企业参与、政

府护航”的四维联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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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狮姐”罗颖诗。

■小朋友展示“挂

肩旋转”动作。

■孔繁军带着孩子们练习舞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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