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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摄
影报道：8 月 20 日，广州海珠国
家湿地公园举办“湿地研学，我
们的未来”首届湿地研学推介会
（见下图）， 记者从会上获悉，海
珠湿地研学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改进， 预计今年 10 月推出 2.0
版本， 届时日均可接待 1000 人
次参加研学。

据介绍，海珠湿地自 2013 年
开办自然学校，积极推动湿地研学
试点建设，截至目前已推动湿地自
然教育走进广州的 70 多所中小
学校，并联合 20 多家机构开设自
然课程、夏令营、春秋游活动。

“与自然同行”研学机构负责
人郭世军向记者介绍， 海珠湿地
有多年开展生态教育的经验，也

具有独特的研学亮点。 目前机构
正与海珠湿地探索具有海珠湿地
特色的研学体系建设， 共同研发
适合中小学生的“湿地宝物”、“水
生朋友”、“植物传奇”、“果树秘
密”等湿地研学课程，并基于 PBL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模
式，通过“讲解 + 体验 + 探索”相
结合的形式，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学生制定相应的课程计划， 让学
生走出教室、走进湿地，从不同的
维度了解湿地， 提高生态与环保
意识，共同守护湿地。“预计 10 月
份我们的研学体系 2.0 版本就能
上线，课程主要是针对湿地一期，
因为湿地一期物种丰富， 在路网
结构、科普设施、讨论空间等硬件
设施上也符合研学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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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元 / 公斤
本地菜心 9.28 红萝卜 6.33 蒜心（蒜苔) 14.74 鲫鱼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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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广州市碧道建设方
案》正式印发。 这是在南粤大
地打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

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生态廊道的重
要举措。 到 2022 年底，广州将建成碧
道 1000 公里以上， 各区建成特色鲜
明的碧道。目前各区已选出试点，总体
以珠江为主脉，以流溪河、增江为两大
支线，开展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保
护，滨水空间建设，水文化建设等。

碧道建设是广州治水的
升级版本。 建设同时，提升乡
村水韵，建设美丽乡村，打造
绿色休闲空间， 并加大对碧
道沿线涉水人文历史和地方
民俗的挖掘，结合传统文化、
古驿道、古村落、古码头、古
建筑、 名木古树和其他名胜
古迹保护， 打造具有广州本
土特色的水文化景观节点和
风光带。

根据“方案”，建设过程
中原则上不占用基本农田，

不征地、不拆迁，不改变原有
土地的权属和使用性质。 对
涉及农地、林地、水域、建设
用地的项目可简化或优先办
理国土规划等审批手续。

碧道建设以政府投资
为主， 建立分级奖励政策，
对落实碧道建设指标的项
目给予资金支持 。 利用规
划、用地、税收、融资等优惠
政策 ，吸引相关企业 、社会
团 体 或 个 人 资 金 投 入 ， 认
建、认管碧道。

C.� 政府投资为主不征迁

海珠湿地研学之行
2.0版本10月上线

羊城晚报讯 记者甘韵仪、
通讯员赵雪峰摄影报道：8 月中
旬， 广州市河长办接到当地群
众举报， 番禺区沙头街道两家
无名散乱污企业(一家洗衣厂 、
一家油漆厂 ) 涉嫌违法偷排污
水。 当天市河长办牵头番禺区
相关部门和沙头街道办事处联
合行动，目前，这两家无证照散
乱污企业已被番禺区属地执法
部门清拆关停。

两家散乱污企业均位于番
禺区沙头街道沙头村内， 厂房
均为铁棚结构， 旁边即为新开
发的商住小区。

清洗废水直接渗入地下

无名厂房一 （以下简称 A
厂） 位于沙头街禺山西路自编
198 号地块， 主要从事桌布清
洗生产加工。 该厂在生产过程
中产生清洗废水， 未配套治理
设施， 经管道直排至外环境。
据厂负责人说， 该厂为酒店纺
织品提供清洗及干燥服务，清
洗过程中的化学制剂主要为漂
白水和洗洁精； 而干燥过程则

采用煤炭燃烧发热烘干。
联合检查人员经现场调

查发现，该厂有着多处涉嫌环
境污染的行为：露天堆放燃烧
后的煤渣；生产废水及生活污
水混流井厂内污水池，并通过
管道最终流入厂外自制污水
井，渗入地下；经初步检测，厂
内 污 水 池 水 体 呈 弱 碱 性 ，
pH-9， 厂外污水井水体氨氮
-55, 明显超标； 没有任何证
照、手续。

随后， 市河长办调查人员
联系番禺区生态环境局、 沙头
街河长办、街环保中队、街整规
办等部门赶到现场， 对这家无
证“黑户”洗衣厂开展联合执法
查处。

当天下午， 属地执法人员
到达现场时， 发现该厂已暂停
生产，现场已无废水排放。针对
该厂的环境违法行为， 沙头街
河长办、 街环保中队联合番禺
区生态环境局对该单位实行强
制停电停产处理。 8 月 15 日，

沙头街组织力量对该厂进行强
制清拆。

油漆厂废水污染水环境

无名厂房二 （以下简称 B
厂）主要从事油漆的生产。

市河长办调查人员发现，
B 厂既没有任何证照及手续，
也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同
时地上有明显的原料渗流痕
迹，属于典型非法经营，严重污
染周边水环境。 市调查人员当
即将该厂违法事实交予属地执
法部门办理。

8 月 16 日， 沙头街河长
办、街环保中队牵头，综合执法
队、 安全办、 指挥中心、 派出
所、综治办、党政办、司法所、
爱卫办、文体中心、消防中队、
供电所、施工队、沙头村治安队
联合对该厂进行清拆行动。 共
清拆违法建筑物 8 间， 共 720
平方米， 现场销毁非法生产设
备一批。

广广州州碧碧道道布布局局图图

各区碧道建设试点任务表 （合计 103.98 公里）

1� � � 越秀区 东山湖
2� � � 荔湾区 花地河
3� � � 天河区 车陂涌
4� � � 海珠区 海珠湿地
5� � � 白云区 大源支流
6� � � 黄埔区 乌涌

7� � � 番禺区 南湖水库、七盏灯水库
8� � � 南沙区 蕉门河、凤凰 2# 湖
9� � � 花都区 花都湖（新街河）
10� � 从化区 流溪河、鸭洞河、牛拦河
11� � 增城区 增江

制表 ：张江

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制定相应课程计
划，日均接待峰值 1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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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水河水湖水
为载体延绵过千里

A.� 沿江构建碧道主廊道 B.� 11 区均已选定试点

根据“方案”，广州碧道建设以河湖水
系为载体，包括一条主脉，以珠江为主脉，
打造西航道，前、后航道，黄埔航道，虎门
水道生态脉络， 构建广州碧道主廊道；两
条支线，以流溪河、增江两大支线，支撑广
州生态格局；以及三大片区，北部山水碧
道区、现代都会碧道区、南部水乡碧道区。

北部山水碧道区以流溪河、 增江、白
坭河为主，体现广州山水特色。 充分发掘
自然本底特色和历史文化， 通过乡土叙
事、岭南建筑修复、特色步径设计、本土动
植物生境恢复等， 打造体验生态野趣、回
味乡愁记忆的最家乡碧道。

现代都会碧道区依托中心城区的发
展特色、风景名胜、人文景观，成为广州
都市特色新名片。 助力“珠江黄金水岸”
建设， 整合珠江沿岸的文化、 景观、产
业、游憩资源，以城央碧道打造最都市的
先锋水岸。

南部水乡碧道区依托番禺、 南沙等网
河区， 主要体现广州农家田园水乡和滨海
特色，展现新区魅力。 开展古村、古镇、古港
的水系治理，重塑岭南水乡文化，以广府碧
道打造最人文的广府水乡； 建设随潮汐水
涨水落、蓝绿交织的河网碧道，恢复城市水
系“弹性”，打造最富生态的感潮河网。

将充分挖掘广州本土文化， 串联重
要生态、 景观节点。 珠江主脉串联荔湾
湖、东山湖、南海神庙、莲花山、南沙湿地
公园等，营造特有的南粤自然人文风光；
流溪河支线串联流溪河森林公园、 北回
归线标志塔、白云湖等，展现广州特有的
生态魅力；增江支线串联挂绿湖、增江画
廊等，彰显广州秀美河山；白坭河支线串
联塱头古村等古村落以及沿岸农田风
光， 展现广府村落的原生态乡土民俗和
岭南建筑风貌， 打造具有田园特色的休
闲碧道。

碧道建设主要任务涵盖
污水治理 ， 生态修复与保
护， 防灾减灾基础建设等。
包括推行“慢排缓释”和“源
头分散”等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 充分利用自然山体、山
塘洼地、非供水水库 、河湖
湿地、耕地、林地、草地等空
间， 建设海绵城市项目，提
升水源涵养能力，缓解城市
内涝压力。

目前各区已选择有代表
性的河湖总共 100 公里开展
试点工作， 包括越秀区东山
湖、荔湾区花地河 、天河区
车陂涌等。 今年 12 月底前完
成试点建设任务。

广州市白云区率先启动
沙坑涌大源支流段碧道试点
建设， 初步打造出一套集河
道防洪、群众休闲娱乐、人文

熏陶渲染为一体的亲水平台
体系。 南沙区凤凰湖 2 号湖
原来是废弃采石坑， 如今已
将蕉门河的活水引入， 改造
为人工湖， 并配建了滨水景
观。 蕉门河一河两岸已成为
南沙的城市客厅。

到 2022 年底，全市建成
碧道 1000 公里以上，各区建
成特色鲜明的碧道， 成为展
示广州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的亮丽名片 。 其中越秀区
27.3 公里 、 海珠区 63.8 公
里、荔湾区 65.3 公里、天河区
55.3 公里、 白云区 179.4 公
里、黄埔区 78.7 公里、花都区
117.9 公里、 番禺区 96.7 公
里、南沙区 72.6 公里、从化区
155.3 公里、增城区 121.3 公
里。 市河长办依据规划要求，
组织实施和验收。

一家洗衣厂
一家油漆厂

流花国际服装节暨广东时装周
即将热力登场

50 余场活动、6 大亮点邀你共享
羊城晚报讯 记者刘云报

道：走过 10 年，中国流花国际服
装节又要延续经典了。 8 月 20
日上午， 记者从 2019 中国流花
国际服装节暨广东时装周 （秋
季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中
国流花国际服装节暨广东时装
周将于今年 8 月 23 日至 30 日
举办。 广州流花展贸中心是本次
活动的主要展示及发布平台，流
花 - 矿泉商圈各时尚产业相关
专业市场将是本次活动的主角，
而越秀区范围内各大商场也将
同步举办精彩纷呈的活动。

越秀区作为中国服装商贸
名城，是国内时尚产业板块的重
要商贸流通聚集地，拥有全球最
大的服装及配饰、钟表、美妆等
专业市场集群。流花 - 矿泉商圈
经过 30 余年的历史沉淀， 已形
成不可替代的产业链优势，更对
广州市时尚创意产业、会展业发
展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 记者了
解到，本次时装周将举办系列新
品发布会、产业交流会、时尚论
坛、推介会、成果展示会等共 50
余场活动，呈现 6 大亮点：

———突破以往服装产业唱
独角戏的传统模式，邀请与时尚

紧密关联的美妆、钟表、眼镜、皮
具、配饰等产业品牌跨界参与。

———推动非遗向产业转化。
本届活动开幕式上将安排以“甘
美瑶山·炫彩非遗” 为主题的连
南瑶族文化采风展演， 集中展
示、 宣传和推介连南瑶族文化，
创新非遗传承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越
秀区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
通分会将会正式发布《绿色服装
专业市场发展标准》 的有关成
果。 该标准为国内行业中首次提
出。

———整合服务资源，带动外
贸发展转型。 活动期间将在流花
- 矿泉商圈举办“广东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服装产业及产品集中
展示推介活动”， 整合为外贸服
务的各类平台及资源， 促进资
金、技术、人才与产业的商贸对
接， 帮助服装相关产业转动力、
调结构、 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改善越秀区外贸资源、数据流失
的现状。

———构建产业促进联盟关
系。

———联动内容电商模式，启
动网红直播推广。

技能培训+现场招聘
东漖街试点困难群体一步到位帮扶新模式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实

习生林佳萍、 通讯员廖培金报
道：8 月 20 日，在广州市民政局
指导下，由东漖街街道办主办的
东漖街社工服务站提高劳动技
能培训开班了。 该培训吸引约
100 人参与，旨在通过增强低保
低收入群体就业意识，进一步提
升低保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
助力东激街低保低收入群体再
就业。 这也是广州市首场民政服
务对象（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低收
入群体）能力提升培训。

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技能
培训、现场招聘两部分内容。 技
能培训由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
秘书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理事
段鹏飞为低保低收入群体授课，
介绍了政府对就业的政策，并分
享国内困难群众成功就业案例，
鼓励困难群众重拾信心、主动就
业。

在劳动技能培训现场 ，11
家企业共计 56 个岗位进行现场

招聘，招聘岗位涵盖文员、营业
员、商品管理员、电工、小儿推拿
师、按摩师、家政服务员、保安、
厨师、物业管理员、车辆保管员
等岗位。 参加完技能培训讲座
后，不少人纷纷去到自己感兴趣
的岗位招聘处，咨询详情。

谈及本次活动的意义，荔湾
区东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秦红
花表示，一方面，希望针对低保
低收入群体的特殊情况，为他们
提供合适的培训和就业岗位招
聘机会，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也
希望通过活动传递正能量，让低
保低收入群体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并融入、回归到社会大家庭
中。

秦红花还介绍， 开展这次培
训是以“扶志”和“扶智”相结合
方式编密织牢底线民生的创新探
索， 下一步将继续搭台， 促进企
业与应聘人员的深入对接， 跟进
好本次签约就业情况， 推进低保
低收入家庭实现“造血式”发展。

白云江高将再添一张文化名片

广作家具博物馆年底迎客
羊城晚报讯 记者宋昀潇、

通讯员云宣摄影报道： 近日，广
作硬木家具传承单位负责人及
各级传承人、市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专家、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
等齐聚白云区， 展开一场关于
“广作家具的传承与振兴” 的对
话，并为白云区正在筹建的广州
市松园广作家具博物馆建设出
谋划策。 据了解，广州市松园广
作家具博物馆计划于今年年底
对外开放。

记者了解到， 在白云区江高
一带，自清代中后期，就有学木雕
的传统， 其中广作硬木家具制作
技艺尤为突出。 2013 年，广作硬
木家具制作技艺入选白云区非遗
名录，同年又入选市级、省级非遗
名录。 当天，广作硬木家具制作
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虾
表示， 与许多传统技艺一样，广

作家具也面临着传承的困境，建
议博物馆的陈列尝试新形式，吸
引更多年轻人喜欢上广作硬木
家具制作技艺。

“随着时代的发展，广作家
具已经从追求经济利益转变为
注重文化发展传承。 ”市非遗保
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黄艳称，博物
馆为市民搭建了一个了解广作
家具的平台。

据了解， 广作家具博物馆位
于广州市松园木雕家具有限公司
内， 共计两层， 一层以讲述广作
硬木家具历史源流和特点为主，
一层主要展示江高胡氏家族传承
广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发展史。
展品主要包括广作家具制作工
具、制作图纸、制作成品等，小到
各式各样的砂纸、 刨刀， 大到多
年收集而来的旧时广作家具，均
一一陈列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