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报
道：广东天气准备着在农历新年
为大家献上一份大礼———强降雨
+ 大降温。 据广东省气象台预
计，春节假期前期冷空气携雨入
粤，广东自北向南先后转阴雨寒
冷天气，其中初一初二广东大部
先后有一次中雨到大雨降水过
程； 初三初四雨转阴天到多云，
天气仍然寒冷。 假期后期雨止转
晴（干）冷天气。

具体来看，25 日 （初一 ），韶
关、清远、肇庆、云浮有中到大雨
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
转小雨。 早晨中南部市县有（轻）
雾，天气潮湿。 粤北高海拔山区
最低气温降至 2℃～4℃。

26 日 （初 二 ） ， 珠江三角
洲、 粤东部分市县和河源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 粤西市县和
梅州、 韶关、 清远有中雨局部
大雨。 早晨南部市县有 （轻 ）
雾。 粤北高海拔山区最低气温
进一步降至 1℃～2℃。

27 日（初三 ），粤东市县小雨
转阴天，其余市县分散小雨转阴
天到多云。 粤北高海拔山区最低
气温 0℃～2℃，局部有冰冻。

28 日（初四 ），广东省大部市
县阴天转多云为主。 粤北高海拔
山区最低气温 0℃左右，有冰冻。

29 日 -30 日 （ 初 五 到 初
六），全省多云到晴。 天气晴（干）
冷。 粤北高海拔山区最低气温
0℃左右，有冰冻。

年初一
冷空气携雨入粤

2019 年下半年， 羊城晚报记者曾远赴
新疆疏附采访，见证第八批广东省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驻疏附县工作队（简称
“广州援疆工作队 ”）33 名干部在当地贡献

“广州力量”，助推全县实现脱贫摘帽。 援疆
人在疏附县的三年付出，为广州的扶贫工作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典范。 今年春节，是他
们结束援疆任务后回来陪家人度过的第一
个春节。 回到广州，他们仍然情牵疏附。

来自天津、山东、甘肃等地的50多位工人留守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工地

深中通道留守工人在西人工岛上迎来了简单而温馨的团年饭

岛上的团年饭吃出“家的感觉”

2019年 ， 广州认真落实中
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部署 ，
投入援疆资金5.17亿元 ， 全市
11个区45个单位与疏附61个贫
困村结对 ， 谋划实施21个援疆
项目 ， 累计帮助疏附县 26506

人 脱 贫 ， 疏 附 县 于 2019
年实现脱贫摘帽。

“再赋新词《广州好》”诗词征集三甲作者登上舞台，接过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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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通讯员张子
恒、沈思报道：1 月 23 日，与澳门一江之
隔的湾仔口岸时隔 4 年后恢复通关。

上午 10 时，湾仔轮渡客运口岸恢
复开通仪式在珠海湾仔口岸广场举
行。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广东省副省长张新， 中央政府驻澳门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高开贤，
珠海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
永航等出席仪式。

湾仔口岸与澳门內港口岸隔江相
望，水面距离仅约 400 米，乘坐客轮航
行时间 3-5 分钟，是澳门连接珠海最便
捷的海上通道。 湾仔口岸于 1984 年经
国务院确定为对外开放口岸， 是珠海最
早设立的两个对外口岸之一。 由于口岸
硬件设施使用超限， 自 2016 年 1 月 17
日起暂停使用。

据悉， 新启用的湾仔口岸与改造前
相比，呈现出“更多、更快 、更长 ”的变
化。 改造后的湾仔口岸每天往来轮渡
110 班次， 每 15 分钟就有一个航班，班
次较以前增加 3 倍。 出入境大厅各设置
边检自助查验通道 6 条、人工查验通道
2 条，共 16 条查验通道，通关能力达到
每天 5 万人次，通关查验更快。 此外，口
岸通关时间由原来每天 7 小时延长至
15 小时，从早上 7 时到晚上 10 时，通关
时间延长了 1 倍，市民过关时间更为充
裕,出行安排更加灵活。

据珠海边检总站湾仔边检站预计，
春节长假期间该口岸最高客流量将超过
1 万人次。

湾仔口岸
恢复通关

老广线上
订年夜饭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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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广州的春节
他们仍情牵疏附

广州援疆工作队三年援疆助力
疏附脱贫摘帽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

广州援疆医生卢成瑜在给新疆“徒弟”授课

“再赋新词《广州好》”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孙璇 甘韵仪 李焕坤 徐振天 梁怿韬 实习生 程政锟 王纪珑琰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广州好， 月下看蛮
腰。 邀得素娥临水
舞， 擎来彩笔向天

描。 盛世有风标。 ”
1 月 23 日（年廿九）

晚，“再赋新词《广州好》”
活动在广州画上圆满句
号。 现场诗意盎然———珠
江水畔、小蛮腰下，品清词
妙句， 一幅“老城市新活
力”的画卷徐徐展开。

“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摄影报道：
22日，在建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上，辛
苦了一年的工人， 迎来了他们一年一
度的团年饭。 酱牛肉、糖醋鱼、孜然羊
肉、 揪面片……一道道极具北方特色
的菜式， 在这个地图上都无法显示的
人工岛上出现。 来自天津、山东、甘肃
等地的50多位留守工人， 在这顿简单
而温馨的团年饭中， 迎接农历新年的
到来。

团年饭用菜经轮船上岛
为了准备这桌团年饭， 身在西人

工岛上的大厨刘师傅一早就写好了菜
单。 酱牛肉、拌海蜇、香辣虾、香酥鸡、
孜然羊肉……为了“安慰”留守工人的
胃， 偏北方口味的菜式一早就纳入了
刘师傅的“规划”当中。

刘师傅将其需要的菜品， 一早列
好了清单。 当天早上9时， 团年饭当
晚要用的菜： 西红柿、 白菜、 猪手等
随着一艘小小的轮船， 从中山市翠亨
新区的深中通道岛隧工程临时装卸平
台驶出， 经过约50分钟的行程， 轮船
抵达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 这座西人
工岛， 正是深中通道由桥面转向隧道
的关键所在。 据介绍， 这艘船早晚各
一趟， 负责运送岛上人员和日常物资
进出。

天津人缪海平是当晚团年饭的帮
厨之一。 他说，自己在港珠澳大桥、深
中通道等超大型工程中均有参与。“我

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厨师， 主要工作
是服务好工人的饮食。 但这也是保障
施工的顺利进行。 ”缪海平说：“听说深
珠通道项目也在筹备当中， 我打算看
看有没有机会也参与深珠通道的项
目。 如果可以，粤港澳大湾区里的三个
重大工程项目我可就都有幸参与啦。 ”

给留守工人“家的感觉”
据介绍，平时在岛上作业的工人，

大约有400人， 他们大多来自天津、山
东青岛、甘肃等地。 临近春节，大多数
工人返回家乡。 如今在岛上的，除了技
术工程师外， 大多是参加海底打捞的
工人。 为了让这些春节回不了家的留
守工人，能感受地道的家乡味，厨师们

特意将菜式安排得更加符合北方人的
口味，希望能给这些回不了家的人，带
来家的感觉。

来自甘肃的木工班班长李永红，
人们都亲切地喊他“老李”。 老李已经
是重大工程项目的“熟手技工”。他说：
“此前我在港珠澳大桥项目上也是做
木工。 等港珠澳大桥的项目差不多结
束的时候， 我就到深中通道这边的码
头工作了。 2019年2月来到西人工岛
后，就没有下过岛。 ”李永红的老伴也
在西人工岛上帮厨。 对于今年过年“留
守”人工岛，老李说：“现在习惯了，哪
里过年都一样。 ”

“90后”新手爸爸留守岛上

深中通道地处珠江口核心区域，
是集“隧、 岛、 桥、 水下互通” 四位
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通道集群工程。 工
程采用东隧西桥方案 ， 全长约24公
里， 双向八车道。 据透露， 深中通道
通车后， 将成为连接珠江东西岸的重
要通道， 从中山快速直达深圳， 通勤
时间由2小时缩减为30分钟。 同时，
除了大大减轻虎门大桥的交通压力
外， 更彻底改变粤西方向湛江、 茂
名、 阳江民众出入深圳必经虎门的交
通瓶颈。

“90后” 天津青年王德亮， 是西
人工岛上暗埋段现浇隧道的技术主
办。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王德亮表
示， 2019年， 印象最深的就是见证了
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主体结构施工的顺
利进展。 他说： “面对大体积混凝土
浇注的宏大战役 ， 我们积极组织生
产， 及时总结经验， 作为这一工序的
技术主办， 我深感自豪 。 ” 这一年，
王德亮也迎来了人生的幸福时刻， 他
成了一名“奶爸”。 因为工作的缘故，
王德亮一周大约下岛一次去看望妻
儿。 他表示， 因为孩子太小， 不方便
带上岛， 所以岛上的团年饭他带来了
自己的父母， 也是想让他们看看自己
的工作环境。

王德亮说，今年年三十，他将和妻
儿一起到位于镇上的项目部一同吃团
年饭。“大概有80多人吧，来自五湖四
海的家庭，大家聚在一起，也是一种难
得的体验。 ”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汪海晏报道：鼠
年将至，年夜饭的预定也已经进入尾声。 羊
城晚报记者近日获悉，多家广州本地餐饮企
业两轮的年夜饭基本订满，更有人提前一年
就预定了鼠年年夜饭。 而在本地酒家年夜
饭“一桌”难求的情况下，外卖年夜饭、外卖
“年菜” 的需求上涨迅猛， 年夜饭这个传统
年俗也出现了“买回家”的新过法。 无论在
店里吃，还是在家里吃，都是年味十足。

年夜饭“一桌难求”价格略涨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发现， 广州酒家、陶

陶居、炳胜、白天鹅等餐饮企业在除夕的两
轮年夜饭基本预约完毕。“鼠年年夜饭上个
月底就订满了。 ”炳胜餐厅一位店长告诉记
者，今年年夜饭的价格与去年差不多。

广州酒家集团一位负责人则表示，目
前，各店两轮年夜饭房间均已订满，只有大
厅还有少量空位，但预计也将很快订满。 该
负责人说：“有一些客人在 2019 年吃完年
夜饭后 就 立 刻 定 下 今 年 年 夜 饭 的 座 位
了。 ”,据其介绍，今年年夜饭的价格与去年
相比略有上升。

“近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年三十吃自助
餐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了。 ”据白天鹅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夜饭价格与去年相比有
轻微上涨。

广州外卖年夜饭增量迅猛
今年春节越来越多餐饮商家开始把目

光瞄准了“线上年夜饭”。 据美团外卖提供
的数据显示， 最近的一段时间内（2019/12/
15-2020/1/15）， 全国用户在该平台上预订
年夜饭套餐的数量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72%，预订金额同期相比增长 85%。 其中，广
州用户线上预订年夜饭外卖套餐的订单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14.3%， 交易金额同
比增长 173.2%，位列“北上广深”之首。

饿了么口碑数据则显示，自元旦开始的
“口碑饿了么年货节”上，广州就有 240 多
个外卖商家推出了相应的“年夜饭套餐”，
截至 1 月 13 日，广东全省就卖出了近 2 万
份年夜饭外卖。

“今年线上点餐的顾客越来越多。 ”广
州知名老店新兴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李小姐
表示， 一家 4-6 口人的年轻小家庭是外卖
家庭聚餐的主力军， 为了满足这部分年轻
顾客的需求， 他们今年特地为这些小家庭
设置了“6 人餐”年夜饭套餐。 广州知名食
肆“开饭”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今年春
节会把年夜饭的产品通过线上外卖的方式
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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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词运动”创举
到上万首成果
《广州好》之夜上，6 名市民代表

登上舞台，接过荣誉证书，他们因诗词
结缘，又因“广州好”相聚，他们是“再
赋新词《广州好》”诗词征集三甲作者，
分别是获一等奖的罗伟光， 获二等奖
的颜亮亨、凌寒，获三等奖的黄友佳、
吴代琼、周燕婷。

这一段诗词与城市的特殊情缘，
须从 1959 年说起。时值新中国成立十
周年，广州市市长朱光赋词《望江南·

广州好》五十首，刊载于《羊城晚报》，
满城传诵。

2019 年 10 月 14 日， 再赋新词
《广州好》 大型系列报道正式启动，以
接续前贤家国情怀、 深情礼赞新广州
为旨归，在 2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掀起
一场辐射全城乃至海内外的全民歌咏
城市“诗词运动”。 放眼全囯，尚无类
似创举。

新词征集活动引起海内外瞩目，
共征得新词过万首， 最终遴选出五十
首佳作， 与60年前五十首朱光词遥相
唱和、弦歌相续，并最终选出三甲。

这是广州的文化盛事， 为广州赢

得“诗城”之美名。 事实证明，这一系
列报道触动了民间那股蓄势已久、蓬
勃待发的文化力量。

从《广州好》诗词到
广州好心愿

23 日晚，人们走过“广州好·桥”
诗歌桥，赴约《广州好》之夜，见证城市
文化精髓。

随着全民赋词的推进以及一次次
跨界演绎，“广州好” 早已不仅是一场
诗词盛事， 而是成为了全民托举起来
的城市文化名片：用“广州好”来称颂

美好家园， 成为老百姓朴素而真挚的
共同心愿。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是广州
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生动
描述，广州勇于改革创新，也善于站
在深厚的人文积淀上推陈出新。如连
续举办多年的“广州过年 花城看花”
系列活动就是一个鲜明的岭南传统
年俗活动，如今已升级打造为融科技
创新、文化创意、文艺精品等于一炉
的城市文化名片。《广州好》之夜将人
们对诗意之城、宜居之城、创意之城、
活力之城融合表达，展示了老城市如
何出新出彩的新范例。

六十载弦歌相续
托举羊城新名片

援疆医生卢成瑜：

放心不下这些“孩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

科主任医师卢成瑜从2017年初开始
援疆，在疏附县人民医院一干就是三
年。2020年1月初， 卢成瑜结束医疗
援疆任务，告别他恋恋不舍的南疆大
地，回到广州。

按照规定，卢成瑜回广州后本可
以享受一个月的假期，但他特意将假
期推迟，休整了数天后就开始投入工
作，“年前医院太忙了，我就想趁这个
时候去帮忙，等到春节期间病人少了
我再开始休假。”

卢成瑜说，这次回家，跟以往任
何时候回来探亲的感受都不一样 ，
“广州的工作环境、 工作节奏都要重
新适应，但对新疆心里还总有些事放
不下，那里有我好几个‘孩子’。”

卢成瑜口中的“孩子”，一是疏附

县人民医院从2019年10月开始投入
使用的儿科大楼，二是他手把手带出
的几个本地“徒弟”，此外，还有他花
费三年时间在疏附县人民医院建立
起的一整套儿科体系。

据了解，疏附县人民医院儿科大楼
是南疆首个儿科楼，不仅引进了全新的
医疗及护理技术，还对接广东省南山医
学发展基金会， 接受了呼吸隔离床、新
风系统、隔离诊台、输液椅等捐赠设备，
这批呼吸疾病的相关诊疗设备放在广
州很多三甲医院都属先进水平。

援疆教师邱侃荣：

今年要回去看看
援疆教师邱侃荣是广州番禺区

禺山高级中学的办公室主任，2018年
8月到2020年1月， 他任疏附县第二
中学的副校长和地理教师。

邱侃荣回程的行李中，放着上百
份来自孩子们的感谢信和小礼物。

邱侃荣回忆自己过去一年半在
疆的生活，克服了气候干燥、水土不
服等难题，这对在番禺土生土长的他
来说尤为艰难。当然，最让他觉得骄
傲的，还是他负责的两个高年级班级
的成绩实现了显著的提升。“第一次
收作业时， 全班45个学生，17个人完
全没做作业，上课时经常有学生大声
说话，我挨个跟他们谈心，了解情况，
鼓励他们挖掘兴趣，增强自信。”

为了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目标，他还
将“中学生生涯规划”课程引进疏附二
中， 这是南疆首次开展这类公开课，帮
助很多学生重拾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邱侃
荣告诉记者，“2020年二中校庆时，我
一定要再回去看看！”

援疆干部王宇鹏：

最牵挂援疆企业
结束三年援疆任务回到熟悉的广

州，援疆干部、广州市港务局机关党
委副调研员王宇鹏提前结束休假投入
工作，直到除夕前他仍在值班。

王宇鹏在援疆期间担任疏附广
州工业城 （园区 ）管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在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方面是一
把能手。

疏附县产业底子薄弱，广州援疆
工作队花大力气为当地产业“输血”
“造血”，过去的三年，落地企业数量
和质量都创下历史新高，并直接带动
数万人就业。

王宇鹏属于技术援疆人才，2017
年2月进疆后本来只需要在当地工作
一年半。2018年8月中期轮换时，他争
取家人的支持，主动申请继续参与新
一轮援疆工作，只为了确保工作能延
续和深入推进，他负责的“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商贸文化交流” 等5个援
疆项目都被打造成民心工程。

“我是来援疆后才结婚的，老婆很
支持，虽然分居两地，不但没有影响感

情，感情还变好了呢！”王宇鹏说，离开
了家庭，反而更懂得珍惜亲情。

今年春节，王宇鹏准备在广州好
好陪伴父母，他如今最牵挂的是他们
招商落地的企业，一年到头是否有盈
余，“援疆企业过得好了，员工们才能
脱贫奔小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