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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学子赴穗就
业，助力全家脱贫

“非常期待能够到广州这
样的大城市去工作。 ”17 岁的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 18 级港口
机械操作与维护专业学生刘
宇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下月，
他就将前往广州港，开始为期
一年的实习。而他的一些师兄
们，即将在广州港完成一年实
习，如愿“转正”。

面对未来，刘宇充满了期
待。 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
和哥哥都在贵阳打工，收入并
不高 ， 每月工资 加 起 来 约
6000 元。 而他在实习期间，除
了包吃住外， 还能得到 1500
元以上的实习工资。

“如果我好好干，将来我
的月收入可能会有七八千元。
哥哥很羡慕我有这样的机会。
我希望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帮
助全家人脱贫致富。 ”刘宇笑
着说。

“广州港”班落地
毕节，开展订单式培训

在刘宇笑容的背后，是东
西部扶贫协作背景下， 一批
穗企在毕节市、 黔南州开展
的校企合作、订单式职业培训
模式。

广州港集团扶贫办主任、
工会副主席许鸿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 智力扶贫一直以来
都是广东扶贫工作的一个品
牌， 这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有效手段。 2016 年东西部
扶贫协作工作启动后， 广州
港集团就探索如何将智力扶
贫移植到东西部协作上来，
且在毕节职业技术学院首创

“广州港”班，于 2017 年开始

正式办班。
他表示，广州港需要很多

骨干人才、一线员工，而贵州
有很好的生 源 ， 培 训 采 取
“2+1”模式，学生们在校接受
两年培训，第三年到广州港实
习。 培训中，广州港提供课程
和教材，不定期派出老师进行
指导，帮助学生更好更快地融
入广州港体系中。学生实习结
束后，在举行毕业典礼的同时
举行就业仪式。

已 开 办 订 单 班
37 个，招生 1361 名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池涌介绍，借助于东西部扶贫
协作平台，三年来，学院已建
立 29 个订单式培训专班，招
收学生 1142 名， 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占 49.8%。
这种专班模式能让贫困学子
通过校企订单实现高质量就
业，收入水平比在当地提升很
多， 进而大力度带动脱贫攻
坚，实现“培养一个人，脱贫一

家人”。
“学生到了广州就业，还

可以让学校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中去。 ”池涌说。

18 级“广州港”班班主任
王义欣慰地表示，当地孩子基
本上都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期
不在身边，入学一开始学生们
的自律性不强，而通过慢慢地
引导和交流，通过以就业为导
向的技能培训，学生们有了很
大改变，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
有了较明确的规划，对自己即
将在广州开始的新生活充满
了向往和期待。

据了解，广州积极引导广
州港、广汽集团、广建、广州无
线电、广州地铁和雪松等优质
企业和广州市技师学院与毕
节、黔南职业技术院校建立新
型校企、校校合作关系，共开
办订单班 37 个， 招收学生
1361 名，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学生 769 名，按照精准
招生、精准培养、精准就业的
扶贫模式， 提供了从入学、资
助到就业的“一条龙帮扶”。

羊城晚报讯 “车陂好，车陂
美， 又有龙舟又有戏。 ”24日下
午，广州市天河区西华幼儿园的
孩子们身穿广东传统的大红舞
狮服装，在车陂村郝家祠和酷狗
龙舟音乐会直播间唱响了百年
童谣《车陂美》。

这场主题为 “龙腾古粤·一
水同舟”的线上音乐会由华南理

工大学、广州市天河区民间文艺
家协会、广东音乐曲艺团 、酷狗
直播共同举办，通过“直播+龙舟
文化”形式演绎和呈现广州龙舟
音乐艺术的魅力，讲述传统文化
背后的故事。 据统计，直播观看
人数超10万人。

直播间里，来自广东音乐曲
艺团的表演者们倾情演奏了广

东音乐名曲《赛龙夺锦》和《娱乐
生平》。 其中，《赛龙夺锦》描绘的
就是端午时节龙舟竞赛、百舸争
流的场景，《娱乐生平》则表达了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车陂村有着300多年 “扒龙
舟”历史，全村共有12个龙舟会
和54艘传统龙舟，数量居全广州
自然村之最。 直播间里，来自车

陂龙形国术会的师傅和“扒仔”展
示了在“扒龙舟”活动中最传统的
龙舟鼓点和龙形拳； 龙形拳区级
非遗传承人郝海华师傅展示 “抱
拳礼”，并讲解这一动作背后“五
湖四海皆兄弟” 的武学胸襟以及
“谦虚礼让包容”的处事理念。

本次端午龙舟音乐会也是
“古粤寻迹” 村落文化系列直播

的首播活动。 “古粤寻迹”系列直
播是华南理工大学主持的2019年
度国家文化与旅游科技创新工
程项目———“广东省传统村落数
字化保护与传播应用示范”打造
的精品工程。 活动吸纳和融合新
的呈现形式，推陈出新，传承、传
播和传扬传统村落文化，助力乡
村文化振兴。

穗黔
同同心心

扶贫攻坚

优质穗企订单式培训
助贵州学子高质量就业

文 / 羊城晚报特派贵州记者 李钢 图 / 羊城晚报特派贵州记者 邓勃

羊城晚报讯 今年的端午节来得比往年稍晚
一些，粽子消费有哪些趋势？ 哪种粽子“更胜一
筹”？ 近日，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端午消费趋
势报告》显示，粽子搜索量环比增长 9.3 倍，豆沙
粽、 肉粽、 巧克力粽的搜索量环比增长分别达
12.9 倍、9.7 倍和 6.6 倍。

总体来看，26-35 岁中青年消费者是粽子购
买主力，消费占比达 52%，其中更偏爱购买口味
是“蛋黄粽”。 16-25 岁年轻群体相对偏爱更具
新鲜感的“冰粽 ”和“手工凉粽 ”，36-45 岁消费
者偏爱购买“枣粽”，46 岁及以上消费者偏爱购
买“肉粽”。

广东地区的粽子消费排名占全国首位。 粽子
搜索热度最高的关键词是肉粽、蛋黄粽、豆沙粽，
搜索量环比增幅分别达 35 倍、21 倍和 11 倍。

不同地区消费者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口味偏好
特色。 从各口味粽子的全国消费占比情况来看，最
爱吃“豆沙粽”的消费者来自黑龙江，最爱吃“枣
粽”的是辽宁人，最爱“肉粽”的是福建消费者，最
爱“蛋黄粽”的是广东消费者，“手工凉粽”消费者
则多来自海南。 （林曦）

羊城晚报讯 24 日， 广州市举行第 141 场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新闻发布会， 介绍端午节假期疫
情防控和安全保障工作情况。 会上，广州市公安局
二级巡视员蔡巍介绍，25 日至 27 日，市、区两级
公安“疫情数据分析专班” 保持 24 小时运作，街
道、卫健、民警“三人小组”继续开展网格化精准管
控工作。“每天将安排近 2000 名警力加强医疗机
构和隔离点的值守，切实降低疫情风险。 ”

蔡巍表示，端午假期群众外出游玩、走亲访友
等需求旺盛，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压力较大。 广州交
警部门将依托智慧交通指挥系统对全市宏观交通
运行情况进行直观把握，并梳理出全市 16 个高速
公路交通拥堵点，强化重点路段交通整治，提高道
路交通保障水平。 同时，交警部门将持续开展“夜
查”行动，重点查处酒驾、毒驾、疲劳驾驶等 10 类
严重违法行为。

各类休闲旅游活动亮点纷呈， 惠民举措叠加
推出。 广州市文广旅局副局长柯显东介绍，端午节
期间，广州组织市内各景区景点、酒店、度假村、公
共文化场馆，以端午民俗、非遗、亲子、文化等为主
题，线下、线上相结合，举办 1000 余项精彩的节庆
活动。 长隆、融创乐园、正佳、白天鹅宾馆等推出各
类门票、套票优惠。

（付怡 梁栩豪 柳卓楠）

端午买买买大数据显示：

广东粽子消费
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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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端午不扒龙舟，“雕龙大师”依然很忙

从江河“移师”线上
20 日中午， 广州市黄埔

区下沙社区世贤张公祠旁的
“潮汇龙船创艺” 工作室内，
一派繁忙景象———多名学徒
在师傅指导下赶制龙舟模
型；多个已做好的龙舟龙头、
锣伞等产品，等待客户来取；
有顾客慕名到访， 听完专业
讲解和看到成品后，当场决定
下单……

“工作室（生意）没有受到
疫情影响。 ”“潮汇龙船创艺”
工作室负责人、黄埔区“雕龙
大师”张伟潮告诉记者，端午
节庆叠加各村社对传统文化
的重视，使广州地区的龙舟制
造和相关产品一年四季均有
生意。 当年下水的不少新龙
舟， 往往在前一年已下订制
造；龙头、龙尾等产品也需同
步下订制作。 今年端午节前，
张伟潮和徒弟们已为多条新
龙舟制作龙头和龙尾。近期工
作室的业务，主要是制作各类
龙舟模型。 他表示，预计到今
年下半年，又会有不少村社开
始筹建新龙舟。

“下一个可以公开龙舟竞
渡的日子，一定热闹。 ”张伟
潮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黄埔
下沙人，“80 后”张伟潮自
幼受到村内龙舟文化熏
陶， 又向身为木匠的父亲
学习了传统木 工 制 作 手
艺。 10 岁时，他已制作出
一艘颇为精良的龙舟模
型。 2009 年，张伟潮辞掉
了职校导师工作，创业制
作龙舟相关产品 。 2019
年，张伟潮的形象登上了
黄埔区宣传片 《黄埔之
约》。 今年 3 月， 他和徒
弟们承担的“龙舟龙头、
龙尾制作技艺”，入选黄埔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

“广州有着全国最完
整的龙舟制作产业链条。 ”
张伟潮说， 番禺区上漖有
众多传统龙舟作坊； 海珠
区大塘有制作龙舟鼓的作
坊； 龙舟上的锣伞是一种
广绣产品， 该技艺同样是
广州强项； 龙头龙尾制作
也是广州传统工艺。 有需
求的客户来广州转一圈 ，
可以找到所有和龙舟有关
的产品。

“龙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
张伟潮表示。 他在龙舟产品制作上屡
屡创新， 包括使用更多电动精细化工
具雕刻龙舟龙尾、 用制图软件向客户
呈现龙头龙尾效果等。 在他看来：“时
代在发展，传统工艺不能一成不变。 ”

与此同时，张伟潮十分尊重传统：
他会询问客户来自哪条村，是否有历
史龙头造型资料， 以便按传统制作
龙头； 如因各种原因需要设计一个
新龙头，他也会仔细了解该村传统，
制作符合其文化传统的龙头 。 在尊
重传统和技艺创新中 ， 工作室每年
制作的 50-70 个龙头，可以实现“个
个不重样”。

创新不止在于制作技艺， 也在于
传播方式。今年端午期间，张伟潮即通
过直播方式， 向网友讲解龙头龙尾雕
刻技艺。

“没有创新，今年端午节龙舟就没
有展示平台。 ”张伟潮说，今年虽然难
觅江河“龙船景”，但他和徒弟们会带
着各类龙舟产品， 出现在广州各大公
园和商场的龙舟展示活动上。 端午当
天， 已有三场龙舟展示活动邀请张伟
潮参加，这些活动也均会通过
各 大 网 络 平 台
“直播”。

年端午， 省市
县均不组织龙
舟赛事， 广州
多个村社暂停

“龙船景”。传统的龙舟
产品制造产业，会否受
到冲击？ 近日，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黄埔区“雕
龙大师”发现，在传统
和创新两大需求背景
下，龙舟制作工作室端
午节前“常规忙”、端午
期间“创新忙”。 在“各
种忙”中，传统龙舟文
化借助创新传播方式，
从江河“移师”线上等
平台展示。

“龙舟文化的传承传播，在广州有
二元差异。 ”广府文化学者饶原生说，居
住在自然村社发展出来的社区的广州
市民，不少人长期和龙舟打交道；其他
市民则多通过龙舟竞渡、“龙船景”等活
动领略龙舟文化，对他们而言，今年的
端午节可能略有失落。

“虽然龙舟竞渡、‘龙船景’等活动
今年难以进行， 但龙舟文化传承者们，
努力尝试着用创新手法展示龙舟文
化。 ”饶原生说，端午期间广州不少地方
仍会进行龙舟和相关产品的展示；龙舟
文化传承者们也通过网络直播这种新
潮方式，宣传龙舟文化。 虽然江面河涌
看不到龙舟，但龙舟仍然出现在其他平
台。 饶原生认为，这些做法在防疫背景
下， 可最大限度让龙舟文化
得以向公众展示。

（梁怿韬）

唤唤醒醒端端午午 文文化化新新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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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
广州持续夜查酒驾龙舟胜景

特殊时期创新方式
让公众仍能睇龙舟

专家说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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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清远清新区蒲兴村
红心火龙果带来红火新生活

●截至今年 5 月， 蒲兴村的贫困户 55 户 117 人已全部分
两批退出贫困户，蒲兴村申请退出相对贫困村。

●截至 2019 年年底 ，村集体收入达 12 万元 ，全村农户家
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18120 元。 其中，贫困户家庭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平均达 14022 元，远超过省脱贫线标准 8266 元。

●截至今年 5 月 ，蒲兴村已形成 “5 年短期项目+10 年中期
项目+15 年长期项目 ”等 4 个产业项目 ，合计投资达 420 多万
元，带来务工收入 35 万元以上，租金收入 32 万元以上。

羊城晚报：驻村扶贫如何 “主
攻”产业？

庞志雄：产业是扶贫的 “牛鼻
子”。 激发贫困户内在致富动力，也
需要靠产业支撑带动。 要真正把产
业“扶”起来并不容易。 若是小规模
种植 ，那算不上产业 。 若要大规模
种植 ，一般农户无法应对大规模种
植后的销售问题 ，种植技术也可能
跟不上市场需求 ，产品不一定能卖
得好。 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羊城晚报：为何选择在今年加
大帮扶力度、增加资金投入？

庞志雄：扶贫工作队希望通过
厂房 、 场地等基础性项目投资 ，帮
扶壮大村集体经济。 增强产业帮扶
的抗风险能力 ，实现产业提升和巩
固发展。 举措包括改造升级村现有
旧厂房为扶贫产业楼等 ，目前项目
已完成前期工作 ，预计 5 个月内完
成建设。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内在致富动力
也需产业支撑

今年 7 月，第一批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式培训的毕节
“广州港”班学子，将正式成为广州港集团的员工。 羊城晚
报记者在贵州采访时了解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广州
非常重视智力扶贫，一批优质企业通过与贵州当地职业院
校开展合作， 帮助毕节市、 黔南州的学子们走出山区、融
入高端现代化产业中。

6 月夏至过后， 每逢周末， 清远市清新
区太平镇蒲兴村里，“采摘乐”“农家乐”游客
络绎不绝。 村里 160 亩火龙果地里，连片种
植的果树已结出第一批特大型水晶红心火
龙果，每隔 15 天结一次果，一直持续至 12
月。 通过淘宝、抖音等平台拓宽销路，蒲兴村
的火龙果和火龙果面膜正销往全国各地
……产业“造血”，这个省定贫困村阔步走在
脱贫振兴的大道上。 截至今年 5 月，贫困户
55 户共 117 人已分两批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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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兴村红心火龙果

因地制宜
发展种植业

四年前， 广东省交通集
团下属联合电服公司定点帮
扶蒲兴村，通过“公司 + 基
地 + 村联社 + 贫困户 ”模
式， 盘活各种资源， 以市场
化运作推动种植业发展。

“三年前，这里还有很多
荒地。 ” 驻村第一书记兼扶
贫工作队队长庞志雄 2017
年初来到蒲兴村。 他告诉记
者，当时，工作队走访发现，
村里有荒置土地， 也有富余
劳动力， 未能全面脱贫的原
因在于本地种植业产出值
低， 闲置农地租不出去，农
户积极性也不高。

如何选择适宜的产业并
长期发展 ？ 工作队调研发
现， 该村土壤适宜高附加值
农作物种植。 太平镇和附近
村镇都有小规模种植火龙果
的历史 ， 但受制于种苗技
术、 资金等原因， 未能大规

模发展。
同时， 蒲兴村有较好的

区位优势， 靠近广清高速、
汕湛高速， 发展农业种植，
可快速对接珠三角市场。

于是，经多番走访、商讨
后， 工作队最终选定发展火
龙果产业， 引入专业生物技
术公司为合作团队， 依托其
生物肥料技术、 种植技术以
及市场化运作能力， 打造扶
贫产业示范基地。

项目从 2018 年 4 月实
施，去年火龙果小批量上市。
树上结出的鲜红果实， 为贫
困户带来劳动致富的希望。

产业“造血”
托起振兴梦

三年过去。如今，村里已
基本没有闲置荒地了。 蒲兴
村达到“摘帽”退出标准，贫
困户 100%脱贫。

短中长期扶贫产业项目
托起了脱贫致富梦。 5 年项

目（百香果 、花卉）+10 年项
目 （香樟投资）+15 年项目
（特 大 型 水 晶 红 心 火 龙 果
种植），合计投资达 420 多
万元， 每年带来务工收入
35 万元以上、租金收入 32
万元以上，构建起扶贫长效
机制。

帮扶不止于此。 广东省
交通集团党委委员、 联合电
服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木钦
说， 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举措， 联合电服将进一步
夯实蒲兴村脱贫的产业基
础，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 提高原本单一的种植业
抗风险能力，以产业“造血”
为支撑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前， 蒲兴村拟进一步
扩展火龙果种植基地， 同时
发展火龙果食品加工产业及
原生态火龙果化妆品。 同
时， 逐步发展农旅结合三产
项目， 推进火龙果乐园等农
旅结合项目建设， 以“前店
后厂 + 特色体验”实现综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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