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料热线：114 转羊城晚报报料 或 87776887 2020年 3 月 24 日 / 星期二 /�要闻部主编/ 责编 卫轶 孙焰 /�美编 李金宝 /�校对 温瀚

A7今 ·广州日

增城直达珠江新城！

临江大道（增城段）
一期年底通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 通讯员增宣报

道：23 日，记者从增城区了解到，作为增城区
重点项目之一的临江大道（增城段）建设工程
项目，当前正在加快推进施工建设。记者了解
到， 该项目一期工程计划于今年底完成建设
并通车。这意味着，临江大道将成为增城区通
往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条新的主干道。

记者了解到，临江大道（增城段）建设
工程全长约 9 公里， 路宽 40 米， 双向 6
车道，设计时速 50km，其中项目一期工
程西起南碱大道，东至东华大道，全长约
6 . 8 公里，总投资约 5 . 8 亿元，目前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约 70% ， 预计于今年底完
成建设并实现通车。 临江大道 （增 城 段 ）
建设工程项目一期工程建成通车后，将
接驳黄埔区，真正连通黄埔港和新塘港，
打造临江创新产业、经济和景观带，进一
步完善广州东部交通枢纽中心周边道路
配套， 推动广州中心城区与增城区交通
干道路网的一体化建设。

越秀投资30亿元
布局健康医疗产业

国家智慧养老应用示
范基地已全面复工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谭铮报道：23
日， 在广州市第 51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
上，越秀区就其健康产业布局及产 - 学 - 研
- 医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

大力推进“广州健康医疗中心”
越秀区是广州的医疗服务中心， 坐拥

全市 1/3 医疗资源，拥有 352 家医疗机构。
近年来，广州市在越秀区启动“广州健康医
疗中心”项目，以东山口片区为主核心区，
辐射带动越秀区健康医疗产业发展。“我们
正大力推进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综
合楼、 广东省人民医院 3 号楼整体改造工
程、平安好医广东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国家
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等一批医疗健
康项目建设，总投资达 30 亿元，改造面积
超 60 万平方米。 ”越秀区副区长陈烯在会
上介绍。

记者了解到， 其中国家智慧养老应用
示范基地 （广州港疗养院升级改造项目 ）已
于一个月前全面复工。 项目定位为高品质
的智慧医养结合综合体，1 楼为医疗院区，
2-5 楼为养老院区， 该基地相关负责人黎
劲林告诉记者，基地的“智慧”体现在智能
家居、安全保障、数据共享等方面。“老人对
温度、色彩等感受都不一样，通过智能家居
能适应他们的需求。 安全方面设有电子围
栏，可以了解老人的状况，此外通过智能设
备的穿戴，后台可以获得身体健康数据，医
生、 护士可对应进行标准化、 规范化的处
理，子女也可以查看。 ”据悉，基地将于今年
12 月竣工。

系统建设产- 学 - 研 - 医体系
手持视力筛查仪、 眼科光学生物测量

仪、 智能远程控制眼病诊查机器人……在中
山大学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中心（健康医疗产
业基地 ）内，眼科互联网 AI 诊疗技术研发和
应用数据中心的研发成果琳琅满目。 中山大
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浩添教授介绍，在疫情期
间，该中心通过互联网实现了眼科医生在线
看诊，人工智能 AI 在线答疑，通过眼科医生
在线义诊、24 小时开放的互联网 AI 问答、
眼病 AI 云平台和远程会诊系统， 解答患者
关心的眼部病情，高效完成眼部检查，实时
获得由眼科医生及眼病人工智能诊疗平台
提供诊疗建议，从而减少患者聚集到医院就
诊引起交叉感染的风险。 2 月份服务患者
13000 多人次。

“越秀区拥有国家、省、市各类科研机构
233 家，4 家健康医疗类国家重点实验室，要
让这些成果尽可能转化，造福人类。 ”陈烯指
出。 除了上述提及的中山大学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中心（健康医疗产业基地 ），越秀区还引
进了广州市大湾区中医药真实世界研究中
心，并与 30 余家企业、高校、医院和科研院
所联合发起成立广州健康医疗大数据技术
创新联盟。

专家支招：买学区房要从看六年变成看九年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詹青 有人火速入手
有人还在纠结

现象

新闻加点料
《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

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细则要点：

●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 、公办
初中和民办初中分别在同一天组
织新生注册，实行“公民同招”。

●民办 100%派位 ， 报名人数
超过招生计划的 ，均通过电脑派位
方式随机录取。

●九年制学校和十二年制学
校初中招生时 ，应首先通过直升或
电脑派位方式招收本校自愿报读
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剩余的招生计
划应面向社会公开报名。

结构之精为广州
60 年首见

广州市胸科医院位于越秀区
横枝岗路，是华南地区最大的胸
科医院，有着 60 多年历史，曾是
承担收治非典病人任务最重的
医院之一，2015 年开始升级改
造，之后陆续发掘出古墓文物。

据公开报道， 该项目进行
过程中发现清理古代墓葬 96
座，共出土铜器、陶瓷器等各类
文物 774 件 （套 ）。 其中的南朝
时 期 “元 嘉 十 七 年 ” 纪 年 墓
M41，其规模之大、结构之精 、
保存之完整，为广州考古 60 余
年首见， 对研究广州地区南朝
时期的墓葬形制及分期断代具
有重要意义。

该古墓呈“串” 字形， 由墓
道、排水沟、封门、甬道、前室、左
右耳室、过道、后室等组成，墓坑
长11.3米，宽3.2米-5.36米，墓室
内长10.16米，宽1.36米-2.16米，
高2.52米-3.84米。该古墓一经面
世便惊艳世人，是2018年广州五
大考古发现之一。

“由岩石砌成的西汉南越王
墓， 展示了距今约 2200 年的墓
穴建筑工艺；位于大学城的南汉
二陵， 展示了距今约 1100 年的
墓穴建筑工艺；如今这座距今约
1600 年的‘元嘉十七年’南朝古
墓， 时间上正好在前两者之间，
更好地展示不同时期广州地区
古墓建筑工艺的差异，并连贯建
筑工艺历史。 ”广东省文物保护
专家委员会专家、此次平移项目
负责人李国雄感叹说。

“元嘉十七年” 南朝砖室古
墓处于改造扩建范围内，文物保
护专家认为应对该古墓实施整
体原状保护， 将古墓整体平移，
既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也确保文
物完好。 平移后，古墓将居胸科
医院整体改造范围之外，但仍位
于医院院区之内。

“干砌”工艺考验平
移工程

“古墓为南朝墓葬常见的砖
结构弧形券顶砖墓，墓室采用砖
块砌成，墓砖平整、光滑、坚硬，
这些砖根据不同形状被分别砌

筑在券顶、 墙壁和地面上。 ”李
国雄说， 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该
古墓建筑采用“干砌” 工艺，也
就是说，砖与砖之间没有使用任
何粘接材料，完全依靠建筑结构
作用力， 筑造成不规则、 稳固、
庞大的地下建筑空间，这在当代
也很少见。 古墓埋在地下，承受
着水土等压力， 仍保存完好，反
映出当时劳动人民高超的建造
技术水平。

据悉，广州民企“鲁班”在建
筑平移上颇有经验，2001 年曾接
下具有 300 年历史的锦纶会馆
的平移保护工程；2005 年， 在广
西梧州将两万八千吨的 10 层建
筑，向后平移 57 米，再原地逆时
针旋转 2.8 度， 创下吉尼斯世界
纪录。 不过，对于此次古墓平移，
他们直言面临挑战———特殊的砖
砌工艺，加上年代久远，墓室的
内部结构不是很稳定，对平移要
求高。

“砖与砖之间互相借力形成
稳固的建筑体，如果某一块砖掉
落，有可能影响整座建筑的平衡
受力，严重的会导致整座建筑散
架。 且墓穴不是方方正正的，中

间还有两个凸出用来放陪葬品的
耳室， 正因为如此， 建筑体最宽
处有 5 米多。 整个平移过程要很
小心地‘捧着’，确保这个大宝贝
平平安安。 ”李国雄说。

从去年年底开始， 他们的工
程队就首先对墓穴进行了加固，
平移之后还会进行再次加固，希
望日后开放参观时， 市民能完整
地看到特殊的古墓建筑， 更能保
证安全。

“我们会先把古墓整体打
包， 对平移目的地施工基坑排
桩及内撑 ， 并设置施工平移上
下轨道体系， 通过平移动态监
控体系把古墓整体移位约 29
米，移到位后再进行加固修缮，
之后整体移交给政府。 ”李国雄
介绍。 记者获悉，过去鲁班的平
移工程都在地平线之上， 这一
次在地平线之下，平移前，地下
通道已准备妥当， 整个平移过
程需时 3-5 天。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广州民企“鲁班”再啃硬骨头

平移施工现场

在地平线下
把南朝古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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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甘韵仪、通讯员梁毅飈
报道：广州动物园自今年 1 月 24 日起实行全
面闭园。 3 月 23 日重新开放，首日入园人数
达 536 人次。

游客进园，动物们颇为热情。 现场工作人
员笑着说，两个月时间没有见到游客，一些小
动物都觉得闷了，一看见人就主动凑过来。 开
园首日，市民游客有序办理入园手续，人不算
太多，偌大的动物园显得有点安静。 进园市民
游客全程佩戴口罩， 在入口处自觉接受体温
检测、出示有效证件、配合检验景区健康通行
码。

记者从园方获悉，疫情期间，园方将严格
控制入园人数， 每天按照合理承载量的百分
之三十，不超过 15000 人入园。

违停将不再通知
25日起直接处罚

交警 全面加大巡逻管控力度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 通讯员黄韵
筝、陈佩湘报道：因疫情影响暂别两个月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少儿部（以下简称 “省图
少儿部 ”）、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以下简称
“广少图 ”）在今早齐齐恢复开放服务。 此前，
广州图书馆在 3 月 15 日复开时，已恢复了少
儿部的服务。这意味着，广州地区三大提供少
儿借阅书籍的图书馆均恢复服务， 对广东基
层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起到了示范作用。

省图少儿部：
不进馆也可外借少儿书刊

省图文明路总馆已于 3 月 19 日起恢复
适度有序开放。 省图文德路分馆是省图少儿
部所在地，3 月 24 日复开服务后每天接待进
馆读者 100 人（上午 、下午各 50 人 ），提供书
刊借还服务。 读者到馆前，可扫码预约进馆时
间，按预约时间前往图书馆。

恢复开放服务后， 省图少儿部开放区域
为：一楼总服务区、综合区、图画书借阅区、中
文图书借阅区； 二楼外文借阅区、 家长借阅
区、中学生借阅区。 读者留意，今年 6 月 30 日
前，省图少儿部免除读者逾期还书滞纳金，新
借图书借期延长至 90 天。

“疫情之下，省图少儿部给读者提供了特
别的服务。 ”省图少儿部主任宋玲介绍，疫情
期间， 省图少儿部推荐少儿读者使用预约馆
配服务。 按照“读者扫码填需求－馆员消毒书
刊并办理外借手续－读者按预约时间无接触
式凭卡领取”的方式，读者不进馆也可外借少
儿书刊。

广少图：
少儿读者进馆限一名家长陪同

今早， 广少图的大堂又响起了读者们欢
快的声音。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已预约的家
长和孩子早早就拖着行李箱或者提着大书袋
来还书。 家住广州市白云区的陈女士是第一
个进馆的读者，她提着三大袋共 57 本绘本前
来归还。 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些书都是
在闭馆前借的，我家 3 岁的小孩已读了多遍。
今天我要给小孩新借一批绘本。 ”

今天起至疫情结束前， 广少图实行分时
段实名预约开放服务。 读者可提前 1 天通过
该馆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进行预约，预约
不成功的，不得进馆；每天预约进馆人数上限
为上午、下午各 500 人。 广少图副馆长吴翠红
介绍， 该馆恢复开放服务受到读者们的热烈
欢迎，24 日下午 500 个进馆名额早早就被预
约满了， 上午 500 个名额也仅剩下 100 多个
未预约。 截至今早 10 时，广少图当天已接待
了 133 名读者。

预约及进馆须为持证本人，一人一证，不
能一证多人进馆。 同时，该馆采取进馆读者限
流措施，在馆读者控制在 400 人以内。 馆方提
醒， 少儿读者进馆限一名家长陪同并需分别
预约登记。

此外，1 月 24 日至恢复开馆后 30 天内，
读者过期还书不扣积分。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栩豪、 通讯
员交宣报道：记者从广州市公安交警
部门获悉，25 日开始， 广州交警针对
违停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违法行
为，将不再通知，直接处罚。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 广州各主干
道车流逐步增加， 车辆违停警情也不
断上升，据统计，今年3月份日均违停
警情环比2月上升234%。 广州交警表
示，将全面加大巡逻管控力度，严格依
法查处全市范围内违停等影响交通的
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市民，夜间准停路
段（具体以交通主管部门发布为准 ）允
许时段为当日21：00—次日7：00。

平移29米

2020年“小升初”新政下

学区房买还是不买？

是怎样的“神仙力量”，将
一座大型古墓完完整整地“捧
着”挪动数十米安然“搬家”？

3 月 23 日，位于广州市胸
科医院整体改造扩建项目中的
“元嘉十七年”（公元 440 年）
南朝砖室古墓， 正式开始实施
平移。 古墓建成于历史上动荡
的南北朝时期，至今已有 1580
年历史， 罕见地展示了当时的
“干砌”建筑工艺。 为完整保存
这座绽放在地下的珍贵文物，
鲁班股份根据市里要求， 将在
地平线下把古墓整体平移 29
米，用科技力量致敬历史文物。
整个平移过程需时 3-5 天。

广州动物园闭园两月后重新开放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实习生 郭思琦 刘婷婷 摄

距离 3 月 2 日广
州市教育局公布 《关
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
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 《意见稿》）已
过半月， 广州的学区
房市场仍笼罩在浓重
的观望情绪中。

意见稿提到，公办
民办学校同步招生、民
校 100%摇号，如一石
惊起千层浪，争论多年
未果的“公民同招”的
靴子终于落地。由于各
区执行细则未出台，准
备入手学区房的家长
买家纷纷采取了统一
的态度：观望。 由于买
家观望，再叠加以疫情
影响， 往年三四月份，
广州的学区房交投便
开始活跃，今年却仍然
静悄悄。

不过，看似安静的
行情下， 却是暗流涌
动。 准备看房的、准备
买房的家长一点儿都
不淡定 ， 他们或面临

“百米冲刺”：一个月就
要“冲关打怪 ”完成学
区房交易，或在观望中
继续焦虑着：买还是不
买？ 该怎么买？ 真是让
人纠结的问题。

省图少儿部
广少图

今早齐齐复开

与游客久别重逢
小动物们特别热情

广州动物园闭园两月重
开，首日 500 多人次进园

广少图今早恢复开放服务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实习生 郭思琦 刘婷婷 摄

市民孙先生最近很头疼。孩子计划
在今年 9 月入读小学。 由于去年以来
广州楼价一直往下调整，孙先生想着年
后再买房会便宜些。 没想到疫情袭来，
购房计划被打乱了。眼看只剩下一个多
月时间，孙先生苦笑着说，实在不行，会
让孩子推迟一年再读小学。

和孙先生不同，2 月 24 日， 林太
太就和业主见了面，火速签约。为什么
不再等等？林太太坦言，年后曾考虑要
不要再等一个月看能不能砍个几万块
下来，后来和丈夫商量，还是不拖了。
房子签约后还有一系列的手续要办，5
月份孩子就要办入读手续， 时间已经
很赶。

和孙先生、林太太一样，今年的学
区房家长都有点抓狂， 却不仅仅是因
为疫情的影响， 而是因为今年刚刚出
台的“小升初”新政。

尽管各区的政策执行细则未出
台，但是“公民同招”、“100%摇号”的
靴子终于落地，这意味着就近入读、教
育资源均衡化将是政策倡导的大势所
趋。 那么，学区房还要不要买？ 买哪里
的学区房才更靠谱， 大多数的家长都
表示：心里更没谱了。

有家长认为，“民办学校不能‘掐
尖’了，再加上教育均衡化，到处都是名
校了，就没必要抢什么名校，买什么学
区房了； 也有家长抱着相反的态度，认
为抑制了民办学校择校热，反而会催生
学区房热。 ”“现在小升初把民校择校
这一条路子堵死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
是去买好学校对应的学区房，进家门口
的名学了。 ”一位家长说。

从看六年变看九年
学区房考虑更长远

该不该买学区房还在争论不休，新
政下，如何买学区房，则是一个更需要关
注的话题。

广东省房地产研究会执行会长韩世
同认为： 买学区房的思路要从过去的看

“六年”转变为看“九年”。过去，买哪个路
段的学区房，就上哪个学校的小学，我们
一般看六年就够了。 但是从今年起，新的
“小升初”政策实施后，民办学校不再允
许择优招生，未来，就近入读成为“小升
初”唯一的方法。所以，房子在哪里，不仅
决定了能上什么小学， 也基本锁定了初
中的选择范畴。

也有置业专家建议购房者可以考虑
在九年一贯制学校周边安家， 既减少升
学焦虑， 也让孩子小、 初平稳过渡和衔
接。

近几年， 新办的公立学校大多是九
年一贯制学校。 未来广州九年一贯制学
校将达到 111 所。 而不少新办九年制学
校引入优质教育机构办学， 例如荔湾区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花都校区、 广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学
校等。如果家长想要吃一颗“定心丸”，也
可以考察一下这些新办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多留意其周围盘源，趁早入手。

支招

在传统学区房
路段 ，都有这种 “专
营学区房”的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