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美食活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在
顺德各地， 一场场不同的文化盛宴也在不断
上演。

11月1日，在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
基地顺德伦教， 中国第七届顺德珠宝旅游文
化嘉年华暨第四届顺德国际珠宝展火热开展
，吸引80多家知名珠宝企业前来参展。 除规模
提升外，今年的展会融入了更多的创意设计元
素，成为了感受珠宝行业新的趋势和设计理念
的舞台。 伦教还将珠宝、旅游、文化产业深度
融合，串联起了香云纱、创意美食、国潮文化等
元素，打造成一场珠宝旅游文化盛宴。

11月2日，在顺德顺峰山公园桂畔湖开赛
的第一届中国龙舟大奖赛暨2019佛山（国际）
龙舟嘉年华则成为了人们感受佛山龙舟文化
的一次绝佳机会。 就在42支来自全国各地的
顶级龙舟队在顺德水面上激情竞逐同时，在
赛场区域的非遗展示区，集中展示了香云纱、
龙舟制作工艺、 佛山狮头扎作等非遗项目的
展示。 顺德还通过向参赛队伍赠送烧猪、烧

酒，让运动员深刻感受佛山龙舟的独特习俗，
并通过“龙舟宴”、龙眼点睛、龙舟说唱等传统
龙舟风俗， 将佛山龙舟文化魅力传递给参赛
运动员与美食文化周的八方来客。

11月3日，2019首届陈村三字经启蒙文化
周正式启幕， 来自粤港澳台四地的千余人，以
粤语、普通话、英语、手语诵读《三字经》，粤语
三字经原唱歌曲、《适子蒙训三字经》读本等首
次对外发布。《三字经》这份流传千年的传统文
化，正在它作者的家乡被创新传承、改编。顺德
希望通过挖掘传承《三字经》文化，强化粤港澳
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使其成为构建“人文湾
区”，助力湾区文化融合发展的文化力量。

从一场热闹的美食节， 升级为一次丰富
的美食文化周， 这背后是对自身独具魅力的
城市文化和旅游环境的强烈自信。美食、文化
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为顺德打造湾区品质生
活新高地、建设大湾区文化名城、助推顺德建
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
区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搭起中外文化交流大舞台

美食文化旅游提升城市魅力

感受世界各地美食不同魅力

下下期期预预告告

对于当前广州
养犬现状， 政协委
员们有什么建议，
请看下一期 《有事
好商量·民心筑城》
之委员议。

对养犬现状
委员有何话说

犬只在城市处处受约束，一群爱狗人士在
郊区为狗狗开辟了一方乐土。

在广州南沙区东涌镇小乌旧街，有一处良
田萌宠宠物乐园， 狗狗们享有占地 500 平方
米的清澈大泳池和绿树环抱的小泳池，它们不
但可以自由下水游泳，还能在这里接受正规的
指令训练，帮助它们更好融入人类社会。

随着训犬师“握手”“趴下”“坐”“转圈”的
号令， 一只金毛犬顺从地完成着各项指令动
作，专注又听话的样子让不少围观者直呼“可
爱”。 训犬师告诉记者，狗狗通常练习 1-2 个
月就能熟练完成一系列动作，这种专业训练能
帮助犬主更好控制宠物，解决它们在家乱咬东
西、外出不听话等问题。

乐园运营主管黄猛是一名高级宠物训导
师，他说如果只是将狗狗束缚在绳子上和楼宇
间，宠物们的心理会受到创伤，很容易引起它
们焦虑、抑郁，甚至会进行攻击性行为。 训练好
的犬只，能让它们懂规矩、不惹事、不伤人。

有着 30 多年犬只训导经验的广东省宠物
行业协会总监黄嘉乐直言， 狗是有脾气的，因
而专业训练必不可少，“把狗训练好是每个主
人应该做的。 ”

广东省宠物行业协会会长麦春华表示，
2016 年到 2018 年期间，他们组织了 30 多场走
进社区宣传文明养犬的活动，覆盖了广州 11 个
区，邀请专家、训犬师到居民当中去，通过小游
戏和宣讲，缓解了犬主和非犬主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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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金沙街凤岭社区是广州
市目前最大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小区。 2800 多户家庭中，近一半是
低保户和低收入家庭， 近 800 名住
户是残疾人、孤寡、独居老人。

“社区居民经济条件较差、长者
较多， 靠养犬卖犬补贴家用或消遣
解闷成了不少人的需求。 ”社区居委
会主任陈文丽介绍， 目前社区范围
内养犬户数约 500 户， 有各类犬只
600 只， 然而办证的狗仅有 15 只，
占总数的 2.5%。

为何办证率如此低？ 一名社区
居民表示，办证费用高，他们承担不
起。

根据广州市规定， 在严格管理
区内养犬应当缴纳养犬管理费，第
一年犬主需缴费 500 元， 以后每年
缴费 300 元。

“如果能免除这个费用，我相信
99%的居民都会主动给狗上牌。 ”上
述居民坦诚地说。

记者获悉，2009 年养犬管理系
统启用以来， 广州全市累计登记的
狗只为 14 万只。 今年以来， 有 2.5
万余只狗办证上牌。 但是，养犬登记
率仍比较低。 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
会今年 7 月底透露的数据， 广州养

犬登记的抽查登记率仅约 50%。
广州市司法局立法一处副处长

李德珠坦言，《条例》当时设定了“高
门槛”养犬许可制度，将养犬登记与
养犬管理收费、 强制犬只植入电子
身份标识措施捆绑， 养犬登记每年
需要续期和交费等。 但近年来，养犬
登记率不足已成为非常突出的问
题， 造成养犬监管工作的信息基础
薄弱。 精简养犬行政审批将是未来
立法的方向。

不过， 随着广州警方依法查处
违法违规养犬行为的不断升级，有
越来越多的狗主让自家宠物“持证
上街”。 越秀区德政北路多家动物医
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近几个月来，广
州强化不文明养犬的执法检查，为
避免罚款或被没收犬只， 许多犬主
选择办证。“目前熟客中，办理狗证
的犬主约七八成。 ”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养犬管理
工作中存在着“重管理轻服务”的问
题。 有犬主表示，办狗证后自己都不
知获得何种权益， 并没有得到相匹
配的服务，“希望政府限定义务的同
时，也赋予养犬人一定的权利，交了
这笔钱， 狗狗连个能去的公园都没
有。 ”

随着犬只伤人事件频发，上
海、杭州、武汉等地都出台了新
的养犬管理条例。 今年 1 月 1
日起武汉施行的《武汉市物业管
理条例》被称为“史上最严养狗
令”。 其中规定， 两次受罚者将
纳入严重失信名单； 设置禁养
区， 在禁养区养犬的， 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物业
如对违规养犬坐视不管，最高处
以 3 万元罚款。

相比武汉，广州现行的《条
例》对违法养犬、不文明养犬行
为的处罚较轻。 实际执法中，以
警告和教育为主， 罚款较少，违
法成本较低。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养犬人
对自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甚
了了。在越秀南路一条通向居民
大院的小路上，偶尔可见横陈路
中央的狗粪；在增城区新塘镇一
小区内，夜间也有犬主遛狗不牵
绳，任爱宠在绿化地内便溺。

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位李
姓犬主直言：“那些有不文明养
犬行为的， 基本上不是爱狗人
士。（我们）一般都会自觉清理，
担心投诉的人太多， 不给养

了。 ”
记者在采访中，也遇到“文

明养犬”的市民。 居住在越秀南
路的 62 岁王伯表示， 他的爱犬
10 年前就拥有了“犬类身份
证”， 并且他一直坚持自觉捡狗
便。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摞
纸巾。

“看到一些狗当街排便主人
不打扫的， 我会上前提醒他们，
想想自己踩了狗屎是什么感受，
做人应该将心比心。 ” 对不文
明养犬行为，王伯义愤填膺。

面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也有
市民选择报警。 但执法人员表
示，对犬只违反《条例》的取证并
非易事 。“拿犬只随地排便来
说， 由于排便是动态瞬间的行
为，且犬主不及时清理的行为大
多发生在无人、 昏暗或软地区
域，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
的问题。 ”

对此，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执法人员李勇也深感
无奈， 直呼“执法成本太高”，

“若是为了证明犬只随地大小
便，需要三四个小时一直跟着狗
看其是否随地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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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养犬犬市市民民抱抱怨怨：：重重管管理理轻轻服服务务
执执法法人人员员诉诉苦苦：：取取证证难难处处罚罚难难

《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施行十年，依法管理
养犬行为依旧面临不少问题

不办狗证，遛狗不拴绳，犬只不分时间狂吠、随地大小便……如果说这
些“顽疾”令部分居民不胜其烦，那么犬只咬死、咬伤人的事件更令人“谈犬
色变”———就在今年 8 月初，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发生一起恶犬伤人致死
事件，一名电工被 3 只罗威纳犬袭击身亡。

早在 2009 年 7 月 1 日，广州就实施了《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对犬只种类、数量、活动区域、饲养方式做了规定。 十年来，管理
条例有没有被严格执行？ 十年过后，个中规定是否还适应当今社会需要？ 对
规范养犬行为又该做哪些“加减法”？ 近期，羊城晚报记者跟随广州市政协
就“依法管理养犬行为，维护社区平安和谐”专题进行了调研走访。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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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世界美食盛宴
共品顺德文化韵味 文 / 图 张韬远

2019 粤港澳大湾区“食在广东”佛山（顺德）美食文化周吸引八方来客

一场汇集全球各地美食的味觉盛宴、
一群全国顶级龙舟强队的精彩角逐、一
场时尚奢华的珠宝文化嘉年华、 一场
传统三字经文化的全新体验……11
月 1 日，2019 粤港澳大湾区“食在
广东”佛山（顺德）美食文化周在
顺德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启
幕， 一系列文化盛宴也在顺德
各地上演。一连七天，美食、龙
舟、永春、香云纱、曲艺、珠
宝文化、 三字经等顺德文
化元素串联起来，形成一
幅顺德特色文化的“清
明上河图”，展示了顺
德更多元、更融合与
更 开 放 的 城 市 魅
力，推动“美食 +
文化 + 旅游”融
合发展， 为顺
德高质量发
展注入文化
力量。

上个周末， 穿梭
在顺德华侨城欢乐海

岸 PLUS 开放式的主题
公园当中， 寻找着来自不

同国家的美食、感受着丰富
多彩的佛山文化， 让首次来

到顺德的郑先生一家人心满意
足。“一直以来，寻味顺德便是一

家人心心念念的事情， 这次借着
美食节的机会终于得偿所愿了。 ”

郑先生说，陈村粉、炸牛奶、均安蒸猪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顺德美食，

这次一口气尝了个遍。 而来自世界各地
的美食，又让一家人增添了不少新奇的味

觉体验。

走进美食文化周活动现场，不少游客有
着和郑先生一样的体会。 今年的美食文化
周，现场开设“寻味顺德”、大湾区美食、“一
带一路”美食、湾区小食及文创展示区等五
大美食区， 在超过 130 个美食摊位之中，聚
集了六国风味。 既洋溢着异域风情，又凸显
出本土特色。

在“寻味顺德”美食展区，有制作了近
40 年陈村粉的老师傅黄志均在现场制作的
陈村粉、在顺德乡间村宴中制作了几十年均
安蒸猪的老师傅带来的蒸猪、来自中国鳗鱼
之村勒流稔海的烤鳗鱼……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寻味。

“一带一路”展馆则汇聚了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和意大利等六个国家

12 个知名品牌的风味美食，包括新加坡咸蛋
黄酥脆鱼皮、马来西亚药材肉骨茶、泰国冬
荫功、越南甘蔗炸虾、印度香情咖喱鸡、意式
炸鲜鱿鱼等超过 36 种美食供游客选择。

这场集“美食 +”“旅游 +”“文化 +”“互
动 +”的全方位体验式的美食文化周，是顺
德近年来文旅结合度最高、内容最丰富的美
食节活动。 除丰富的美食体验之外，顺德首
度将美食活动放在顺德文旅融合标杆项
目———顺德欢乐海岸 PLUS,又给这场“美食
节”增加了更多可能。 欢乐世界的旧牌坊、老
戏台、镬耳屋……给这场美食节活动增添了
别样的味道。 距离美食摊位不远处的，香云
纱馆、广绣馆，更是得以让游客零距离地感
受顺德传统文化的魅力。

美食为媒 ， 四
海有朋。 对于顺德而

言，这场荟萃全球美食
的盛宴， 也是一个难得

的推动中外美食文化交流
的契机。 美食文化周开幕当

天，来自 19 个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

城市的代表如期而至， 共同为
“世界美食之都·国际美食文化交
流中心”揭牌。

这个历时 3 年、 由全球 23 个美
食之都国家签约共建的“国际美食文

化交流中心” 包括顺德美食博物馆、世
界美食之都综合展厅、 多功能学术报告

厅、互动厨房展示厅等，将成为不同美食文
化之间交流沟通的平台， 开启顺德与国际
美食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为了讲好自己的美食故事， 让更多人
了解顺德美食文化。 在世界美食之都·国际
美食文化交流中心当中，顺德区政府与顺德
华侨城联手打造了一座顺德美食博物馆。 走
进该馆， 一条条标语生动呈现和还原了顺德
美食背后的不可思议的社会变迁、 文化传承
与时代精神， 成为世界了解顺德美食的优质
窗口。“这些由顺德人长期总结出来、看似简
单的‘食语’之中，蕴藏着顺德人的美食智慧，
也是顺德美食文化最深刻的底蕴。 ”在顺德民
间美食研究者廖锡祥看来， 寥寥几句话却是
让世界了解顺德美食文化的一把把钥匙。

美食为媒，联结三地。 粤港澳三地餐饮
协会联合发出共建“世界美食之都” 倡议
书，同时为粤菜师傅技能竞赛优胜者，香港
粤菜师傅、澳门粤菜师傅、佛山粤菜师傅颁
奖。 未来三地餐饮界将共同推动粤港澳美
食文化传承创新，促进人才培育交流。 以美
食为联接， 美食文化周将进一步推动粤港
澳三地美食文化交流， 筑牢同根同源的文
化根基。

“顺德美食为什么做得那么好，背后有
一种美食文化做支撑， 本次美食文化周就
是要传承、弘扬这种美食文化。 同时顺德要
打造美食文化高地， 也有责任联合大湾区
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美食之都。 ”佛山市委副
书记、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表示。

C

八方来客

美食为媒
融合发展

B

A荨茛佛山 （顺德 ）美
食文化周活动现场

▲广州一犬主在
爱犬排便后 ，自觉用
报纸包起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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