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2 编辑：徐艺嘉

2022年4月1日综合新闻

文脉滋养城脉
——千年商都广州的广府文化印记

从粤剧变身电影走向银幕大放异
彩，到虎年春晚武术亮相广州塔，再到
广州美院设计的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这些烙有广府文化印记的作品不
断刷新朋友圈，让外界看到了广州经
济成就之外的“文化自信”。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两千余年历
史孕育的广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
包容、创新、务实的精神气质，滋养着
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城市根脉，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深沉动力。

跨界融合带来“破圈”传播

当粤剧和游戏结合，会发生什么？
一首粤剧版的《原神》游戏插曲

《神女劈观》，上线不久便在B站收获
近400万次点击量，让演唱者广东粤
剧院院长曾小敏也颇为意外。

“南国红豆”粤剧受到追捧并非偶
然。去年曾小敏主演的粤剧电影《白蛇
传·情》上映，俘获一大批年轻观众，也
创造了戏曲电影“破圈”的神话。

粤剧是广府文化的瑰宝，而后者
又是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分支，既
有古南越遗传，更受中原汉文化哺育。

广府，按照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走进广府》一书的定义，通指岭南
承载以粤语为母语的民系所在地；广
府人指岭南早期百越族人与中原移民
融合衍生的一支汉族民系；广府文化
指广府民系的文化。

“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中原文化
逐步南渐，与当地原有文化不断交融，

形成以粤语方言为主的广府文化区
域。特别是中原地区群雄逐鹿，战火纷
飞导致民众离乡背井远走岭南，大规
模移民迁徙进一步丰富了广府文化多
元兼容的特质。”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
系教授陈伟明表示，历经两千多年融
汇，广府形成醒狮、粤剧、粤曲等艺术
形式以及特色美食粤菜。

“与大银幕、新媒体、科技的结合，
让粤剧这个传承数百年的艺术走出传
统的剧院，走向更大的舞台。”曾小敏
说，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广府文化这
样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

跨界的不止粤剧。作为广府文化
传承的重镇，广州市越秀区创办广府
庙会，每年元宵节与市民见面，成为

“老广”与游客体验民俗文化、观看非
遗展示的好去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当地政府在今年元宵节将这一古老的
民间习俗与新潮的“元宇宙”概念相结
合，为市民打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

越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晓表
示：“传统与创新是一体两面，广府庙
会历经10年嬗变，已创新成为既古老
又现代、既通俗又时尚的都市文化形
态，成为500万观众和游客的广府文
化嘉年华。”

文化开放兼容塑造千年商都

广州2021年地方生产总值突破
2.8万亿元，持续稳居国内城市第一梯
队，作为全国商贸中心城市的两大重
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外贸

进出口总额更是双双突破万亿元
大关。

“文化的引领力是推动广州经济
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越秀区文
广旅体局局长杨卫国说，“受长期对外
交流的影响，广府文化有着鲜明的开
放特质和重商传统。”

作为广府文化的发展地，广州自
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商业门户，航海贸
易长盛不衰，被誉为千年商都。历经唐
宋时期的东方大港，到明清时“一口通
商”，再到改革开放前沿，独特的地理
位置影响了广府文化的衍化，海洋意
识让广府人较早跳出“重农抑商”的传
统观念。

“广府文化重视务实利而避虚名，
形成了一批重商兴业的实干群体。”广
东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钟
晓毅表示，叠加改革开放政策春风的
吹拂，珠三角一跃成为我国市场经济
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广东粮、珠江
水、岭南衣、粤家电”为代表的广货北
进，叩开了内陆市场的大门。

商业的发展也反哺催生引领潮流
的文化现象。无论是《轻轻地告诉你》
《涛声依旧》等传唱大江南北的旋律，
还是《七十二家房客》《雅马哈鱼档》等
引发观影潮的电影；无论是中国动漫
行业第一股，还是征服了世界的“顶流
冰墩墩”，都体现着广府敢为人先的文
化创造力和强大的产业实力。

佛山科技学院图书馆研究员周雪
华研究发现，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语
保留古汉语元素最多，同时吸收英源

外来词也最多，粤语中商店“士多”是
英语“store”的音译，“泊车”则是

“park”的半音译，“土洋结合”的特征
反映了广府文化应对外来冲击的承受
力，也折射出其开放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做“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好饮“头啖汤”，“生猛”“进取”
的文化性格让广州不仅成为我国吸引
外资的桥头堡，也成为百万民工下珠
江的首选地，更赢得岭南文化中心地
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等城市文化名片。

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杰
表示，广府文化对于岭南文化奠基、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近代民主革命
策源、现代改革开放先鞭等历史进程
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提升广府
文化与时俱进的特质，对推动大湾区
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无疑具有润滑
与催化作用。

平民气质滋养城市烟火气

一壶好茶，几件茶点，惬意地品上
一个清晨——“叹早茶”，是广州都市
生活的一道风景线。一个“叹”字，是广
府人从容有滋味的生活态度，也是广
府文化平民气质滋养城市烟火气的生
动写照。

虾饺、烧卖、叉烧包……丰富而精
致的菜品体现着“食在广州”的魅力，
也展现着丰俭由人的宽容。如今，早茶
不只满足享用，更是亲友交流、社交沟
通的手段，是广州人经济文化生活的
组成部分。

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那建
筑就是城市最直观的外貌。高耸入云
的“小蛮腰”正在书写新的广州记忆，
老城街巷则通过焕发新颜，让历史与
文化回归市民的生活。

趟栊门、满洲窗、镬耳墙……昔日
的西关大屋和沿街骑楼，体现着广府
建筑中西合璧、革故鼎新的鲜明风格。
在荔湾区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当地
政府以绣花功夫进行改造，保留街巷
肌理，引来新业态，承载着乡愁记忆的
街道得以活化重生。

让广府文化印记回归市民生活的
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在东山口新河浦
历史文化街区，曾经的小洋楼不再是
大门紧闭的民居，摇身一变成为小众
艺术空间、设计师店、咖啡店等，点亮
城市生活的一角。

6年前，广州在地文化艺术公司
来到这里，将几座空置的小洋楼以艺
术空间和特色商业的形式再赋生机。
公司运营总经理吴汀说：“新河浦片
区因建筑独特而与众不同，承载着城
市的记忆，公司选址正是被文化魅力
所吸引。”

老城优雅，活力依然。如今，文化、
艺术、商业气息交相点缀，新的城市文
化空间正在一些老旧街区形成，让传
统与现代和谐交融。

“广府文化就是在这样生机勃勃
而又趣味盎然的‘容器’中酝酿芬
芳，进而香飘四季、香飘四海。”广州
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
凤莲说。 （新华社周强邓瑞璇）

新华社哈尔滨3月31日电
（记者 孙晓宇）在黑龙江省双鸭
山市宝清县境内的黑龙江东升
省级自然保护区，随着众多珍稀
北归候鸟在此嬉戏、觅食，广袤
的湿地变得热闹起来。

“今年3月10日，保护区就
监测到首批飞抵的候鸟。截至目
前，我们已监测到丹顶鹤20余
只、东方白鹳60余只、鹭类200
余只以及大群的雁类。”黑龙江
东升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
研科科长柳旭说，更多候鸟正在
陆续飞抵保护区，今年4月中旬
至5月，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

柳旭告诉记者，此前由于
“倒春寒”，保护区内积雪较深，
不利于候鸟觅食，他们已经加大
了巡护和补饲力度，并投喂了3
吨玉米，帮助候鸟渡过难关。

在同样位于宝清县境内的
黑龙江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自3月10日起，保护区已监
测到3000余只候鸟回归，其中
以鹤类、鹭类、雁鸭类候鸟居多，
包括丹顶鹤、白琵鹭、白额雁等
20余种。

在有着“中国东方白鹳之乡”
之称的黑龙江洪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数百只东方白鹳在自由翱
翔。“已经有43对首批飞抵的东

方白鹳在保护区建造的人工巢上
‘安家’，大批东方白鹳已经回迁
到达吉林省吉林市、白城市和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未来两周
会陆续到达。”该保护区管理局科
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说。

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
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中段，是东
北亚地区鸟类最重要的迁徙、停
歇地和繁殖栖息地之一，来自韩
国、日本、俄罗斯等的候鸟均到
此停歇或繁衍。同时，作为生态
大省，黑龙江省拥有556万公顷
湿地，湿地面积居全国第四位，
为候鸟迁徙繁衍提供了良好
生境。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关昀介绍，
今年候鸟迁徙较往年提前一周
左右。3月4日，黑龙江兴凯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便监测到雁鸭
类、苍鹭、白尾海雕等候鸟回归。
此后，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又监测到豆雁、东方白鹳等
候鸟回归。3月15日，黑龙江省
大部分保护区均已监测到迁徙
候鸟。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数
据显示，黑龙江省共分布鸟类
390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29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74种。

时下，江苏省太仓市双凤镇维新村种植的100亩黄桃进入管理关键阶段，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做好果树的嫁接、授粉、整枝、
施肥等果树田间管理，为果树丰收打下基础。图为3月30日，维新村锦绣黄桃园内，果农和志愿者在为果树授粉。 计海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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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小事不过夜，大事不过天。不能当

即处理的问题，当天也必须拿出处理意
见。”郎溪县成立市政建设、绿化提升、杆
线整治等“立即办”小分队6支，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争取做到当天提出、当天办
结。针对群众的所想所需，郎溪县持续优
化“数字城管+”模式，通过“采集员+手
机终端”快速高效发现问题、“督办员+数
字平台”科学联动处理问题、“话务员+城
管热线”积极回应解决问题，利用数字
化、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精
细化、科学化，解决群众的实际难题。

为更好地服务市民，郎溪县窗口行
业扎实开展“文明服务、微笑服务、诚信
经营、行业规范、素质提升”等文明行业
创建活动，有效提升了窗口行业、窗口
单位服务水平。各级为民服务中心全面
优化为民办事服务水平，推行“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模式，不断拓展“一站式”
服务内容；村（社区）服务中心激发社区

“微活力”，尽可能地方便群众，真正实
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难
事妥善解决”。

坚持惠民靠民，郎溪县还注重发动
群众，打造“建平管家”“文明创建大家
谈”等特色群众活动，如今，有2.37万人
次参与，建言献策 3586 条。同时，开展

“红色楼道长”“五老红袖章”等活动，累
计服务时长达115万小时，文明创建已
成为郎溪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的获得

感不断提升。

◆ 文明新风扑面来，文明
乡风润心田

在全国文明村十字镇施吴村，有一
座新风堂。这里是村里为村民操办红白
事专门提供的就餐场所，也是施吴村的
文化礼堂。

在面积约300平方米的新风堂内，
记者看到每一面墙上都张贴了节约粮食
的公益广告，以及新风堂使用申报流程、
建议菜单等。“你看这三张菜单上均列出
了10种菜品，但整桌菜品的总额都没有
超过500元。”施吴村党支部书记黄华宝
指着墙上的菜单告诉记者，村民若有在
新风堂办酒席的需求，可提前向管理员
提出申请，并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承诺
书上明确要求，操办红白事的车辆总数
不超过10辆，每人餐标不超过50元。

黄华宝回忆，2018年新风堂修建之
前，大多数村民家中操办红白事只能到7
公里以外的县城办酒席，不仅距离远，价
格也贵，新风堂的设立，不仅方便了村
民，还减轻了他们的“人情负担”。

年过八旬的村民吴永东，就曾在新
风堂为老伴儿办过八十岁寿宴。“价格很
实惠，厨子烧的菜也很可口，就在家门口
请客，方便着呢！”

郎溪县有96个村（社区），共建有新
风堂78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9.66%。

该县以新风尚带动新发展，把推进新风
堂建设作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
有力抓手、开展移风易俗树乡风文明活
动的重要阵地，在全县形成了乡风民风
美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
来的良好局面。如今，摆阔攀比的少了，
节俭节约的多了，文明新风渐吹渐劲。

“沪皖大道文明创建示范廊道”有
4.8公里途经涛城镇长乐村。村内的民居
墙面上，描绘的是江南美景；村文化广场
上，立德、立言、立功的“三立”文化墙展
示着村里的先进典型事迹；村委会旁的
生态美超市，引导群众树立垃圾分类、环
境保护等理念，助推乡风文明建设，形成
了人人争做新时代文明实践参与者、道
德风尚传播者、全域创建推动者的良好
氛围。

施吴村和长乐村只是郎溪县全域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育管
用”，创新“六个一”工作机制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县还持续深化“文明有礼
郎溪人”主题实践活动，“礼让斑马线”

“公筷公勺”等文明理念已逐渐养成；常
态化开展“两香家庭”“文明家庭”“文明
创建之星”等评选活动，注重挖掘群众身
边的先进典型，全力打造好人品牌，铸造
道德高地。截至目前，已评选出“郎溪好
人”、郎溪道德模范393人，其中5人上榜

“中国好人”，14人上榜“安徽好人”，2人
获评安徽省道德模范。如今，文明新风轻
拂郎溪，吹进了每一位郎溪人的心田。

（上接1版）
推动学生在活动中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雅
安不断探索创新：突出
经典诵读主题，组织开
展各类爱国主义读书教
育活动，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定期举办戏
曲展示展演、戏曲经典
剧目进校园演出，激发
学生了解、学习戏曲的
兴趣；结合本地特色，名
山区实验小学等学校
依托地方特色茶文化，
以开设与茶文化有关
的兴趣小组课程、举办
茶文化研学实践活动
和童谣《蒙山童韵》诵
读活动，编写茶文化本
土教材、建设茶文化教
师团队，组织茶文化特
色课程，推广茶文化健
身体操等方式，让学生
体味茶的历史与文化韵
味……多彩活动让传统
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学
生，潜移默化地滋润着
学生的心灵。

特色引领，
延续文化基因

3 月 18日上午，当
皮肤黝黑的杨义迈着稳
健的步伐一路小跑到记者面前时，记者
从这个少年身上感受到了“气场”。三年
多的武术学习，给杨义带来的不只是身
体素质的提升，更练就了他的精气神。

名山区是武术之乡，杨义就读的名
山区第三中学是四川省校园武术推广
实践基地。从2017年起，该校就开始对
武术进校园进行探索，努力打造武术特
色学校。学校给各年级学生每周都会安
排一到两节武术课，进行武术传统礼仪
及武术技能教学，在强身健体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精气神。“‘习武先习德’，上
课前行抱拳礼，从行动上慢慢地影响武
德的形成。”名山区第三中学武术教师
王建博告诉记者，“练习武术容易累，需
要学生有耐力和吃苦精神。”

在名山区第三中学，每到课间操时
间，学生在操场上整齐列队，随着带队老
师一声令下，学生行抱拳礼、起势、侧展、
马步冲拳……一招一式，虎虎生风。操场
上不时响起学生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

“嘿哈”声。自2017年起，这样的场景已
成为常态。“目前，学校的武术教育也得
到了不少肯定，多次参与省市级展演，由
师生编排的武术操成功入围国家体育总
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中
华武术网络大讲堂》全民武术健身‘功夫
秀’。”名山区第三中学校长胡邦志说。

名山区第三中学以武术文化进校
园为特色，中国工农红军四川雅安名山
百丈红军小学则是以红色文化育人的
代表。该校多年来大力举办红色书画
展、小红军足球赛、红歌传唱比赛，依托
百丈关战役红色革命资源组织开展重
走红军路、观红军遗迹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通过在教室、走廊、宣传栏等醒目之
处布置具有红色文化特色的格言警句，
悬挂张贴革命前辈生平事迹、战役概况
等方式，以红军精神激励学生听党话、
爱祖国、爱家乡、爱校。“学校长期以‘红
色基因，弘扬红军精神’为主线，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
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为学生健康成长
奠定坚实的基础。”百丈红军小学德育
主任杜玉娟说。

本报讯（记者 赵青）3月 31
日，成都市召开2022年全市知
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
权工作重要指示论述精神，听取
成员单位知识产权工作汇报，审
议《成都市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增补及工作职责修
订情况》《成都市落实<知识产权
强 国 建 设 纲 要（2021- 2035
年）>和国家、省、市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十四五”规划行动方
案》以及《2021年成都市知识产
权发展和保护状况》，并部署下
一阶段工作。

会议指出，要坚持党对知识
产权工作的全面领导，准确把握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示范区深刻考量和核心内涵，加
快构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奋力开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

新局面；要加快推进《成都市专利
保护和促进条例》修订完善，制定
中医药等领域专门保护措施，认
真贯彻《成都市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实施方案》，建好、用好中
国（成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营
造更好的创新和营商环境；要着
重培育专利密集型产业，重点扶
持“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推进职
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加强粮油
相关商标和地理标志品牌建设，
加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积
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知
识产权金融生态区建设；要进一
步推动知识产权融入行业领域，
有力有序地推进重要改革、重要
工程、重要项目的试点和实施，
推动知识产权融入“双循环”，服
务开放型经济发展，加大知识产
权人才培养力度，夯实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根基。

杭州亚运会
全部竞赛场馆接通绿电供应

新华社杭州3月31日电（记者 林
光耀）3月31日，杭州亚运会在浙江6个
地市共56家竞赛场馆的绿色电力供应
全部接通。

从当前到亚残运会结束，所有竞赛
场馆的赛事用电将全部都是绿电。为确
保本届亚运会100%绿电供应，国网杭
州供电公司联合杭州亚组委、浙江电力
交易中心已组织两次绿电交易，将来自
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嘉峪关等地的光
伏电能，通过灵州-绍兴±800千伏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等“西电东送”大通道
输送至浙江。

目前，杭州亚运会绿电交易成交电
量已达2.2亿千瓦时，预计可减排二氧
化碳11.54万吨。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亚
运会还将接入国家电网在杭州的136家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绿色电能，进一步拓
展绿电交易新模式。

绿色供能将成为本届亚运会的鲜
明底色。据了解，国网杭州供电公司还
上岗了一批亚运“零碳”工程师，开展绿
电供能、节能改造、智慧能源等个性化
场馆用能服务，协助场馆精准降碳。

黑龙江迎来候鸟北归

成都加快构建知识产权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