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票选
代表广州的城
市名片， 天河
路商圈必须拥
有一席之位。

搭乘广州商业重心东移的东风， 天河
路商圈商品销售总额从 2011 年的 5400
亿元提升至 2018 年的 12106 亿元，成为
全国首个破万亿的商圈， 年均增长率超
17%， 商圈内汇聚了 300 多个国际一线

品牌。
在传统商业普遍遭遇

滑坡的大背景下，广州的天
河路商圈有何一枝独秀的

秘笈？

天河路商圈西起天河立交 ，东至岗顶 ，北至天河北
路 ，南至黄埔大道 ，以天河路为轴线 ，全长约 2.8 公
里 ，总面积约 4.5 平方公里 ，商业面积达 240 万平方

米，集聚正佳广场、太古汇等 9 家大型商业综合体 ，颐高数码
等 6 家 IT 电子产品综合体 ，天河又一城等 3 家地下商业综

合体，以及天河体育中心等 3 家文化体育活动载体。
商圈空间布局为：“一核 ”（西至购书中心 ， 东至万菱汇的商

贸载体组成的中央零售聚核）、“两轴”（以中央零售聚核为中心 ，
东西向延伸的“天河路国际商业景观主轴 ”；串联体育中心 、天环
广场及六运小区，南北向延伸的“人文风情休闲轴”）、“双廊”（将

沙河涌打造为聚集文化娱乐 、餐饮美食等功能的 “都市休闲游憩长廊 ”；
将石牌涌重点打造为小资氛围的 “岭南风情体验长廊 ”）、“六主题 ”（体
育中心板块的中央公园 、购书中心板块的艺文天地 、六运小区板块的风
尚乐地 、体育东路板块的商务领地 、龙口西板块的潮流基地和石牌村板
块的创智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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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中医药发展有着前
所未有的机遇。 尤其是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在不断推进， 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优势， 广东中医药发展
将大有可为。

2018 年 10 月 22 日 至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时隔 6 年后再

赴广东视察， 首站就来到珠海横
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习近平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
文明的瑰宝。 要深入发掘中医药
宝库中的精华， 推进产学研一体
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这让所有广东“中医人”都倍
感振奋， 广东省中医院名誉院长吕
玉波更是难掩激动。 谈及中医药发
展， 数十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吕玉波感慨：“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时候！”他道出
了所有“中医人”的共同心声。

在广东， 中医药发展有着强
大的人才支撑。 邓铁涛教授是广
东第一位获评国医大师称号的著
名中医， 在海内外尤其是港澳地
区有着广泛的影响。 邓铁涛一生
为我国中医学术事业奔走、奋斗，
多次“上书”为中医药“疾呼”；他
融古贯今，提出了“五脏相关”理
论， 开展了一系列对现代中医学
发展有影响的研究； 在中医传承

面临青黄不接困境时， 他号召全
国名中医来广东带徒。至如今，各
地名中医依然持续着来岭南带徒
的传统。

如今， 广东还有国医大师 2
人，分别是省中医院禤国维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
岱翰教授； 全国名中医 4 人，全
省名中医 316 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中医药

科学家、 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
授李国桥主导的广东青蒿素抗疟
研究团队， 率先采用复方青蒿素
全民服药清除传染源以快速清除
疟疾的策略，开创了“复方青蒿素
快速清除疟疾项目”的先河，让曾
经疟疾肆虐的东非岛国科摩罗实
现疟疾零死亡， 疟疾发病率下降
幅度达 98%以上。

在广东， 中医药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广东人“信中医、爱中
医”氛围浓郁。

三九贴灸、膏方进补、艾灸泡
脚……这样的养生方式是不少广
东人的常规动作。 事实上， 中医
药理论中， 也强调通过“辨证论
治”，以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瘥后防复”的目的。

“中医认为，体质偏颇的人群
更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对
体质偏颇的人群进行调理， 可起
到预防疾病发生的作用。 ” 广东
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医师林
嬿钊说。

事实上，中医“治未病”，广东
先行一步———是全国首个中医

“治未病”健康工程试点省，2015
年 -2018 年， 全省财政投入 1.5
亿元发展中医“治未病”服务。 如
今，越来越多人认可运动、饮食调
整、体质辨识、中医药调养在“治
未病”中的重要性。 目前，广东已
有 184 个医疗机构建立治未病
科，2018 年全省治未病年服务总
人次近 1000 万。

在广东不少城市的大街小
巷，凉茶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其实，凉茶“既不凉，也非茶”，岭
南气候炎热潮湿， 人们为了除湿
祛热，采集清热解毒、消暑祛湿的
草药，结合中医药理论配伍，煮水
而饮，便是凉茶。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

凉茶是岭南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广东特有的药饮
文化， 也是广东中医学界的一大
创造和发明。

如今， 凉茶已被列为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自广
东的王老吉凉茶、 邓老凉茶等早
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除了凉茶， 药膳养生汤也是
岭南一大特色， 几乎每一户人家
都有着各种“靓汤”秘诀。 广东人
爱喝汤，不只是为口感，更多是结
合中医药理论养生。 因为岭南炎
热潮湿， 广东人煲汤多为降火祛
湿，也会配合着不同季节、不同体
质，加入不同药膳，以期达到不同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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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中医药有着广泛
的社会基础。 中医药要发展，
好的疗效是前提和基础。

2003 年年初，“非典”袭击
广东。 我国著名中医药学家邓
铁涛教授受命担任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抗非典中医专家组
组长，他主张中医药治疗早介
入，临床效果突出，得到了世
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认可；2006
年，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
出了“建设中医药强省”战略，
至如今，广东依然在建设中医
药强省的路上稳步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 广东中
医药事业迅速发展。 2018 年，
全省约有中医医疗机构 2.08
万个，床位 5.6 万张，中医类别
执业（助理）医师 4.32 万人，总
诊疗量高达 1.94 亿人次。中医

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广东省
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入选广东省首批高
水平医院建设“登峰计划”；广
东省中医院的年服务患者量
已经连续 20 年位居全国同
行前列，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 服务患者最
多的中医院。 2017 年 9 月 10
日， 全国中医系统首例心脏
移植手术在广东省中医院获
得成功 ， 中医药在围手术期
发挥出了独特优势，成功帮助
患者对并发症，使其顺利安全
出院。

此外， 广东中医药产业显
著发展， 全省年产值 10 亿元
以上的中药企业 10 家， 超亿
元的中药品种 30 个， 中医药
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广东，中医药发展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 一千七百多年前，我国著名医
药学家、 道学家葛洪在罗浮山著书立
说、悬壶济世，翻开了岭南中医新篇章。
他留下的著名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短短数语却启发了千年以后的科
学家屠呦呦，她领悟到，“水煎”之法可
能因为高温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 ，
于是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提高，
最终成功提取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
成为了首位获得诺奖的中国科学家 。
屠呦呦获奖， 让古老的中医药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如今， 生长着 3000 多种植物及
1200 多种中草药的罗浮山， 不仅是岭
南地区天然中草药库，更是我国首批弘
扬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教育基地。 2016
年和 2018 年， 中医药界的顶级学术会
议———中医科学大会都在这里举行，多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名中医”汇聚一
堂，成为了向世人展示优秀中医药文化
的一个窗口。

如今，广东的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
传教育基地已经多达 11 个，位居全国首
位；为了更好地弘扬岭南中医药文化，发
出广东中医药好声音， 广东拍摄制作了
纪录片《悬壶岭南》和《大医精诚》、《南粤
大医》等中医药文化精品，全面反映广东
中医药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在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省中医药
局局长徐庆锋看来，中医药文化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弘
扬中医药文化，需要有优秀的中医药文
化产品，把中医药文化理念、历史故事、
养生保健方法活化成为能够被感知、有
温度的人物、事迹和作品，让中医药文
化通过现代传播方式来呈现，与时代接
轨，直抵人心。

总策划：刘海陵 林海利
总统筹：孙爱群
执行统筹：林洁 丰西西

2019 年 10 月 25 日 ， 全国中医药
大会召开。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
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 ，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 李克强总
理作出批示 ；10 月 26 日 ，《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 正式发布 。
中国中医药迎来了 “天时 、地利 、人和 ”
的大好时机， 中医药振兴发展进入了前
所未有的“高光时刻”。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让中华文化瑰

宝 “代代相传 ”。 作为中医药强省的广
东，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 ， 成效
显著。 乘着新时代的春风， 广东中医药
如何把握这 “天时 、地利 、人和 ”的大好
时机？ 如何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传

承？
11 月 14 日 -16 日 ， 由梅州市政

府 、广东省中医药局 、广州中医药大学 、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广东新南方中医研
究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医药传承创新

（梅州·留隍）峰会将举行。 即日起，羊城
晚报将推出系列报道 《大医精诚 岭南
中医———聚焦首届中医药传承创新 （梅
州·留隍 ）会议 》，全面展现岭南中医药
振兴发展成果，敬请垂注。

广东年产值超10亿元中药企业达10家
“青蒿抗疟”为中医药振兴打响首战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粤杏林

“神
农 尝 百
草”， 从远
古时代至如
今， 中医药始
终为中华民族
的 健 康 保 驾 护
航。 如今，它的发
展迎来前所未有的
好机遇。 党的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就中医药作出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 发展中医
药被摆上了更为重要的
位置：中医药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 我国首部中医
药法颁布实施， 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正式印发
……如今，全国中医药大会
召开，《关于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正式发
布，可以说，中医药振兴迎来
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
时机。

近年来，广东将发展中医
药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谋划部署，“中医药强省”建
设成效显著， 中医药传承创
新取得显著突破， 中医药综
合服务能力连续多年走在全
国前列。

广东省卫健委党组书
记、主任段宇飞在谈及广东
中医药发展时表示， 要深
刻把握中医药的历史价值
和时代价值，深刻把握中
医药在建设健康广东中
的重要作用， 深刻把握
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发
展的任务要求， 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制定
务实管用的政策举
措， 努力开创全
省中医药传承
创新 发 展 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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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天时地利人
和”大好时机，开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新局面

壹 古方启迪穿越千年
古老中药焕发新生

贰 广东的中医药文化
影响力全国列第一

叁 药膳凉茶随处可见 中医养生备受追捧

肆 多位国医大师“加持”，中医人才队伍壮大

伍 把握住大湾区机遇 中医药发展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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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刘云 孙晶

如果选择夜游广州市区，天河
路商圈的流光溢彩也是很多外地
游客对“夜广州”的鲜明印象。 羊城
晚报记者近日从广州市天河区政
府了解到，目前天河区政府正着手
推动商圈城市灯光项目有序实施。
不久的将来，天河路商圈的夜景还
将更美。

据悉， 该灯光项目具体涵盖了
天河路沿线两侧公共区域（广场、道
路及树木），天河城、天环广场、正佳
广场、太古汇、万菱汇等 51 处建筑，
天河路人行天桥（广东新快报社、天
娱广场）等 2 座人行天桥。

商圈城市灯光项目共分为两批
建设， 第一批建设部分主要为重点
商贸载体外立面及公共区域部分。
商圈城市灯光项目的范围以天河
路为主， 西起天河立
交， 东至五山路和中
山大道交汇处， 全长
3 公里。

由于灯光
工程并不
仅仅只是

亮灯，届时整体灯光照明将分为平
日模式和节日模式两种，并在节日
模式中引入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
及岭南代表性花卉等元素，丰富灯
光效果的表达层次， 进一步扮美
“夜广州”。

天河区相关部门表示，附近的
居民也可以放心，灯光工程对一级
重点照明区域以外立面媒体演绎
和结构照明为主；对二级次重点照
明区域以结构照明为主；对三级一
般照明区域以不影响住户生活为
原则， 营造温馨舒适的光环境效
果。 另外， 对公共景观区域部分，
以投光灯和投影灯为主，形成车行
道、人行道照明等多层次亮化的天
河路沿街公共空间。

天河路商圈为何可以永葆
青春？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州市天
河区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到，天河
区政府目前正全力推动商圈提
质升级，引领区域经济增长。 其
中， 商圈的“政府 + 商会 + 企
业”共建共治模式，被业界称为
天河路商圈永葆青春活力的一
大秘笈。

商圈的“政府 + 商会 + 企
业”共建共治模式曾先后获评国
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推广案例、
“粤治—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
创新优秀案例。 这是一种怎样的
模式呢？

在行业自治层面，天河路商
圈组建了由 86 个会员单位组成

的天河路商会， 涵括商圈内零
售、批发、商业地产、餐饮、娱乐
和 IT 等多个行业， 成为目前国
内最为活跃的商会之一。

在政府引导方面，天河区成
立了由分管副区长任主任的天
河路商圈管理委员会，负责牵头
统筹商圈升级改造日常工作，成
员单位按职责落实推进具体升
级改造项目。 广州市成立了由分
管副市长任总召集人、区长任召
集人的天河路商圈发展工作联
席会议，协调解决商圈发展重大
问题。

在引导业态提升方面，共建
共治模式解决了商圈内 20 多个
大型商贸载体的同质化问题，实

现差异化有序发展。
通过“政府 + 商会 + 企业”

的友好磨合实践，目前商圈内的
各个商贸载体都找到了自己的
精准定位：太古汇定位为高端奢
侈品牌综合体，天环广场定位为
高档购物公园，正佳广场定位为
家庭时尚体验中心，天河城服务
于收入稳定的都市中产家庭……

经过 7 年的不断调整优化，
目前商圈业态占比从改造前的
零售业态占 70%、 餐饮占 30%、
文化艺术等业态基本空白的情
况调整为零售业态占 60%，餐饮
占 25%，休闲娱乐占 10%，文化
艺术、 旅游业态占 5%的国内领
先业态比例。

从“千年商都”向“现代商
都”跃升，广州在推进打造世界
旅游名城和旅游目的地的过程
中，天河路商圈是广州商旅文深
度融合的重要抓手和成功典范。

从 2012 年起，连续 8 届，由
政府、商会、企业联手打造的广
州国际购物节，成为天河路商圈
一个独创的品牌。 每年购物节期
间，天河城、正佳广场、太古汇、
天环广场、万菱汇、维多利、广州
购书中心等载体，利用户内中庭
及户外广场，结合店庆、品牌展
示、 时装展等活动设置特色造
景，在天河路上打造出浓郁的购
物节活动氛围。

在主题为“千年商都购物天
堂” 的 2019 年广州国际购物节
上，很多国内外游客亲眼目睹了
天河路商圈的风采。 据统计，主
会场天河路商圈人流量增长均
超过 20%，各大载体营业额实现
两位数增长。

2014 年广州国际购物节期
间，天河路商圈推出全国首个商
圈商业指数———天河路商圈商

业指数，该指数是商圈商业经济
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成为广州
商业发展的指标性指数。 记者发
现，2014 年 -2018 年，天河路商
圈每季度商业指数均保持在 50
荣枯线以上，其数据意思是“商
圈持续繁荣发展”。 而指数中反
映政府服务满意度的指标，已连
续 19 个季度高于 65。

在天河路商圈，有 9 家销售
额破百亿的企业（占全区百亿以
上企业数量 75%），有 32 家税收
过亿的企业（占全区税收过亿企
业数量 29.4%）；2018 年， 天河
路商圈实现 税 收 总 额 140 .99
亿 元 ， 占 全 区 税 收 比 重 为
15 .5%。 这样的数据，共同支撑
起天河路商圈 ： 以 不 到 全 区
1/20 的面积 ，产生占全区超过
50%的商品销售总额， 以及近
1/6 的税收额！

天河路商圈展示了广州“千
年商都”国际化、时尚化的城市
形象，也充分展现了天河路商圈
作为国际商贸中心文化包容的
魅力。

面积不到全区 1/20� � 商品销售总额过半
1

“政府 + 商会 + 企业”模式 力促商圈永葆青春2

流光溢彩扮靓深夜 夜经济激活消费圈3

小贴士

天河路商圈范围有多大？

？？

天河路商圈善于用特色活动促销打造浓郁的购物氛围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商品销售总额从 2011 年的 5400 亿元提升至 2018 年的 12106 亿元，成为全国首个破万亿的商圈

国国内内传传统统商商业业普普遍遍遭遭遇遇滑滑坡坡
天天河河路路商商圈圈为为何何一一枝枝独独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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