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垣早年离家，随后甚少回乡，但其
对家乡的风情、古迹、山河、人物始终充满
怀恋之情。陈垣嫡孙陈智超曾说过：“我
的爷爷一生都怀念家乡。他要求在北方
长大的子孙，特别是男孩，一定要学说白
话。在他晚年著作《通鉴胡注表微》中，他
多次提及‘发生在我的家乡’的崖门海
战。他还写有多首忆乡思乡的诗，诗中提
到‘棠下墟期三六九，先生故里幼常游’

‘十年不到古冈城，记否邻庵念佛经’等。”
“陈垣先生是蓬江父老乡亲的骄傲，

是蓬江区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蓬江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凤琼表示，近年
来，蓬江区委、区政府在推动陈垣文化开
发利用方面的工作已初见成效，努力打
造陈垣读书品牌，完成了15家陈垣书屋
（自助图书馆）和1家“陈垣励耘书吧”建
设；连续四年举办纪念陈垣先生诞辰活

动，参与人数累计超过1万人。举办纪
念陈垣先生诞辰系列活动已成为蓬江区
长期坚持开展的文化品牌工作。

接下来，蓬江区还将进一步保护和开
发好陈垣故居，计划把陈垣故居打造成以

“名人故居、国学文化、民族精神、社会道
德教育和爱国爱党主义教育基地”为主
题，融合展陈纪念、研习教育、休闲观光、
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特色景园综合体。

江门蓬江区陈垣文化开发已初见成效，未来还将继续保护、开发好陈垣故居

“国宝”陈垣流芳百载 报国育人精神永存
文/陈卓栋 彭纪宁

梁永超 谭耀广

11月12日，纪念陈垣
先生诞辰140周年暨学术
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教授和陈垣后人齐聚一
堂，忆先辈、传精神。陈垣
是出生在江门市蓬江区的
著名史学家、教育家，被毛
泽东主席称为“我们国家
的国宝”，家乡人民一直以
他为骄傲。近年来，蓬江
区的陈垣文化开发已初见
成效，未来还将继续保护、
开发好陈垣故居。

140年前的1880年11月12日，陈垣
在新会石头乡富冈里（今江门市蓬江区棠
下镇石头村）出生。幼年求学时陈垣博览
群书，为未来的文史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青年时期，眼见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陈
垣致力于救国救民大业，办报撰文、上街演
讲，还选择了学西医作为救国救民的准

备。1913年春，他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为
众议院议员，到北京就职，从此定居北京。

从政后，陈垣经历了政治中的派系、
集团争权夺利，顿觉心灰意冷，随后弃政
致学，沉浸在书海当中。这一变化，为他
开辟了新天地。陈垣断断续续地阅读、
研究《四库》持续了十年之久，使他对祖

国浩瀚的古籍了如指掌，并精心钻研史
学，后来终于成为史学大师。

在治学的同时，陈垣先后长期担任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讲台辛
勤耕耘70余年，陈垣形成了独特的教学
理念和教学风格，使白寿彝、邓广铭、柴
德赓、启功等一大批学生受用终身。

治学育人皆有大成

陈垣一生高扬民族气节，坚持将爱
国主义贯穿于大学教育史中。抗日战争
期间，陈垣坚守北京，继续任辅仁大学校
长和讲课。他多次拒绝日伪政府的拉拢
邀请，并坚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辅仁大学及其附中成为沦陷区唯一不悬

日伪旗、不读日伪奴化教育课本的学校；
还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
记》等以古喻今、贬奸扬忠的论著，显明

“划忠奸之界，肃春秋之义”。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

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被选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
委员。1959年，他以79岁高龄参加中国共
产党。在此期间，他始终为新中国的师范教
育事业呼吁奔走，书写了为民族复兴办教
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大爱情怀。

心系桑梓遗风氤氲

以民族气节作育英才

陈垣晚年接受采访时留影
（蓬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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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打响文化潮州品牌

以绣花功夫让古城“活起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赵映光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18日，记者从深圳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按照深圳建设交通强国城
市范例发展策略及近期行动计划，
深圳将提升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服
务品质，规划建设6条自行车快速
路、12条干线主廊道，构建深圳市
慢行系统骨干网络。2017-2019
年深圳累计完成自行车道建设里
程约808公里，今年还将推动完成
新改扩建自行车道约300公里。

规划6条自行车快
速路

据了解，今年深圳市交通运
输局编制印发了《深圳市自行车
交通发展规划（20121-2035）》，明
确了自行车交通是综合交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交通方
式同等重要，并提出“网络重构、

停放入位、安全提升、骑行促进、
政策协同”等五大发展策略，共计
38项行动举措，促进深圳市自行
车交通健康发展。

记者获悉，该局正在同步编
制《深圳市慢行系统骨干网络布
局及试点实施方案》，将规划6条
自行车快速路、12条干线主廊道
组成的深圳市慢行系统骨干网
络，推动中等距离机动化出行向
自行车交通转移和促进慢行健身
休闲化普及，提升慢行出行品质，
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

此外，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先后
制定了《深圳市道路设施品质提升
设计指引》《合理分配路权设置自
行车道工作指引（试行）》《道路设
计标准》等标准指引指导慢行空间
规划设计和自行车道建设。下一
步将联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

发《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规划设计导则（2020年版）》，为深
圳慢行交通规划建设提供指导。

累计建设自行车道
808公里

近年来，深圳将慢行交通建
设工作常态化落实，每年持续推
进约 300公里非机动车道建设。
经统计，2017-2019年深圳累计
完成自行车道建设里程约808公
里。今年将推动完成新改扩建自
行车道约300公里。

深圳交通运输局负责人透
露，对目前尚未设置非机动车道
的道路，正在积极争取交警等部
门支持，按照“轻重缓急”原则，
逐步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取
消路侧停车位、减少机动车数量

等方式设置独立路权的非机动车
道。同时，在慢行系统建设过程
中，将全面改善交叉口及出入口、
天桥等无障碍坡道，方便步行和
自行车通行，提升慢行出行品质。

针对市民最关注的自行车停
放区建设问题，深圳交通运输局
回应称，2017年初正式印发了
《深圳市自行车停放区（路侧带）
设置指引（试行）》，按照应设尽
设的原则，推动规范设置自行车
停放区。截至目前，共推动设置
超过3万个自行车停放区。

同时，结合轨道三期及四期
建设，同步规划建设地上、地面及
地下自行车停放设施，共计 749
处。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共享单
车停放秩序管理，深圳市交通运
输局正开展高精度定位共享单车
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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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报道：
“倡导广大的电子产品企业可逐
步采用电子化的三包凭证，鼓励
消费者使用电子三包凭证。”18
日，深圳市消委会发出此项倡议。

深圳市消委会在倡议中指
出，电子三包凭证好处多，一是
使用更便捷，电子三包凭证具备
与纸质三包凭证的同等效力，一
般保存于电子产品上，消费者联
网即可便捷查询电子三包凭证，
向商家出示即可获取相应的售
后服务；二是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权益，一般情况下，采用电子三
包凭证的电子产品，其三包生效
日期优先以首次激活使用电子
产品时计算，更利于消费者；三
是更节能环保，减少碳排量。

深圳市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在
购买电子产品时可适当关注产品
是否具有电子三包凭证，有则及时
激活，无则保留好纸质三包凭证。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
有着数不尽的文化资源和旅
游资源，当非遗遇上文物、文
物景点成为潮州古城文化旅
游的核心载体时，千年古城鲜
活起来了。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随省
委宣传部组织的中央及省市
媒体赴潮州开展主题采访活
动时获悉，近年来，潮州市相
关部门高度重视对古城区文
物资源的保护利用，以“绣花”功夫让古城“活起来”，通过
以文塑城、以文兴旅的文旅深度融合方式，让潮州古城的
悠远文脉在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延续传承。

保育活化千年古城
据统计，潮州现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9处，共 22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31处，共45项；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187处，拥有市级以上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6项，其中
省级以上38项、国家级15项。

漫步在潮州古城广济桥、许驸马
府、己略黄公祠、韩文公祠等各级文
物景区里，经常可以遇见潮州手拉
壶、潮州麦秆画、潮州工夫茶、潮州歌
谣等一系列非遗项目的展演。据悉，
这是潮州的“文化古城?乐享名街”品
牌活动，至今已举办600多场次，被评
为“广东省2019年度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优秀案例”。

据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潮州市近年编制了
《潮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和《潮州市古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公布了《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进一步加强古城区的文化遗产
保护。2019年，潮州古城被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列为首批广东省文物保护
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试点单位。

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潮州市按
照修旧如旧原则，推进古城文物建
筑、街区巷道的保育修缮，把潮州古
城文化旅游区初步打造成为集文物保
护与文化体验、文化创意、旅游休闲、
特色文化商业等功能为一体的文物博
览区、文化展示区、古城生活区和旅

游商业区。
其中，牌坊街聚集了数十家非遗

文化展馆，展示潮绣、木雕、陶瓷等非
遗文化；牌坊街义兴甲巷则被文化部
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广东省
第一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街；一江两
岸夜景灯光秀“凤城之光”则成为潮
州夜空靓丽的风景线，还变身“网红
打卡地”。

微改造复原古城肌理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于细微处感受

到城市温度？“绣花功夫”复原古城肌
理是潮州市给出的答案。

据悉，近年来潮州市启动了古城甲
第巷、义井巷、西马路、义安路、东平路
等33条街巷的“微更新”项目，严格遵
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发扬“绣
花”功夫，在更新改造中尽力将建筑、街
巷原来含有的传统元素保留下来。

小规模、渐进式、有温度的“微更
新”项目，盘活了古城民居建筑，街边
的商铺吸引了众多创业者和投资人开
设极具潮州文化特色的文旅产业；而
重焕光彩的古城老宅、老街小巷也吸
引了客栈、工作室、民宿等诸多文化
业态进驻，古城在保护与利用中实现
良性循环。

结合古城的微改造，潮州还通过实
施“百家修百厝”工程，鼓励社会力量和
民间资本参与文物保护和修复，启动了
海阳县儒学宫、唐伯元旧居等139处文
化遗迹、31处文保单位修缮工程。

位于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的龙湖
古寨也正日益成为潮州文旅深度融合
的又一个典范。据悉，潮安区正以龙
湖镇龙湖古寨为核心，串联江东镇、
东凤镇、浮洋镇，结合古巷镇、登塘
镇、凤塘镇等，形成龙湖古寨人文景
观带，与潮州古城密切联动，成为潮
人文化旅游展示带。

记者日前在龙湖古寨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吴福昌的带领下，漫步
于这座始建于南宋时期、面积约1.5平
方公里的古寨中，只见巷陌纵横，名
宅巨祠无数，这些建筑既体现了宋、
元、明、清各历史时期的不同建筑风
格，又荟萃了木雕、石雕、嵌瓷、彩绘、
贝灰塑等典型的潮汕民间工艺精华，
堪称“潮汕古建筑博览”。

值得一提的是，潮州还依托陶瓷、
婚纱礼服产业和美食品牌，大力发展
工业旅游、婚庆旅游和美食旅游等新
业态，17处潮州文化研学游基地，更
是将陶瓷、单丛茶、食品、潮菜等资源
和老字号品牌网罗其中。

如今，潮州已成为广东省内旅游
重要目的地、粤东旅游核心城市，并
获 评 游 客“ 最 喜 爱 的 国 内 游 目 的
地”。去年，潮州古城文化旅游特色
区荣获广东省首批十大“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示范区”称号；今年，潮州古城
文化旅游区被省推荐为创建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一个
被推荐的城市。

深圳明确自行车与其他交通方式同等重要，慢行系统骨干网络正在规划中

今年将新改扩建自行车道300公里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天军

技术加持为文博会带来全新参展体验和供采对接

大数据精准打捞匹配展商
羊 城 晚 报 讯 记 者 林 园 报

道：今年的“云上文博会”，观众在
屏幕前也能感受到身临其境的观展
体验，这离不开背后“出神入化”的
3D技术。据了解，深圳积木易搭科
技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云上文博会”
3D虚拟展厅搭建服务商，为3D云
上展厅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该公
司也作为互联网馆标杆企业于7号
馆亮相参展。

此次“云上文博会”的3D导览系
统，主要构成部分为3D导览岛、VR
导览图、12个主题馆地图导览以及各
大参展商、参展展厅数据等。其中
3D导览岛将线下会展中心以3D立
体空间的方式呈现于互联网上，让观
众可720?畅游12个虚拟主题馆。

3D技术赋能
身临其境云观展

观众可 720?畅游
12个虚拟主题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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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报
道：11月18日，伴随着最后一块顶
板混凝土浇筑完毕，由中国中铁二
局承建的东莞市轨道交通1号线
一期工程道滘站顺利封顶。这也
是东莞轨道1号线首座封顶的车
站，标志着车站施工将逐渐由主体
结构施工过渡到附属结构施工。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轨道交
通1号线一期工程（望洪站-黄江
中心站）线路起于望洪站,止于
黄江中心站,线路总长 57.99公
里，1号线工程自2019年开始动
工建设，计划2024年通车。1号
线途经东莞市洪梅、黄江等10个
镇街，建成后将贯通广深线网，
将与已开通运营的2号线在鸿福
路站形成“十”字换乘，构建起东
莞主城区与广州、深圳的快速走
廊，进一步促进穗莞深经济社会
的高度融合和更高层次的协同发
展。未来，东莞市民乘坐地铁到
广州或深圳只需1小时左右。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报道：北
京云上展厅里，虚拟游览三里屯，听
时尚音乐看特色文创；赛博朋克风
格的重庆云上展区，城市地标和文
化符号引导观众开启“魔幻之旅”；
广东云上展区，无人机、4K相机等展
示科技强省的魅力……

在3D、AI等技术加持下，第
十六届文博会为参展观众带来一
场前所未有的线上盛宴。此外，
借助大数据“撮合交易”，智能匹
配和个性化推荐让“屏对屏”的
买卖双方能够迅速精准对接。

云上展厅
低成本参展沉浸式体验

3D云上展厅是首届云上文
博会的最大亮点。云上文博会虚

拟展厅采用Web3D网页技术，每
个展厅各具特色，图文视频、声
光特效交相辉映，为参观者呈现
身临其境的360?3D沉浸式视觉
效果与观展体验。

腾讯云文博会项目技术负责
人王志腾介绍，云上文博会打破
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展商可以
通过文字、图片、视频、3D等多种
方式、多维度展示产品和项目，
将文博会的现场展示搬到互联网
上来，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参与
展示和交易。

推介发布会、论坛等也可以
通过云上实现。平台上设立的
展商直播平台可以将原本线下
的推介签约、新品发布会、采购
需求说明会等展会活动转到在
线直播，直播平台可同时并行

展示超过 300个视频，每个视频
可同时容纳10万人在线观看。

参展商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
副总经理蒋菲表示，云上文博会
的展会平台和形式让参展商可以
不受空间限制，展示更多产品，
同时，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也让
展品得到更全面的展示。

洽谈交易
智能匹配交易双方

今年的云上文博会如何实现
交易功能？云上平台提供了充足
的技术支持。

云上大数据智能推荐功能
可以使得采购商在浩瀚的展商

海洋中迅速精准打捞出匹配的
展商对接。采购商登录云上文
博会云台，平台将根据其采购
意 向 和 兴 趣 点 等 数 据 进 行 智
能匹配和个性化推荐，以“ 千
人千面”推荐展品来满足不同
买家的采购需要，快速找到意
向的展商展品，提高供采双方
商机匹配度。

“大家可以看到，当我切换一
个账号刷新页面，不同品类展品
的呈现形式（数据和排版）有所
变化，这就是源于大数据通过了
解不同人的喜好，来匹配不同的
需求。”王志腾在采访现场对这
个功能进行了演示。

在线洽谈和供采对接，是参

展商和采购商最为关注的关键
环节。

王志腾介绍，腾讯搭建了在
线 IM 平台，支持采购商与参展
商客服进行一对一即时通信沟
通，提高供采双方效率，节省时
间成本。在线洽谈平台则利用
腾讯会议的在线协同，可支持
500万个一对一、全天候的网上
洽谈室。实现多人同时线上视
频会议、视频互动交流、在线答
疑 解 惑 、洽 谈 合 作 项 目 等 功
能。同时，双方可查看预约及
历史洽谈信息，取消和修改洽
谈、进行洽谈结果反馈等，有效
管理意向订单，提供更全面、周
到的采购服务。

深圳消委会倡议使用

电子三包凭证
注意及时激活

东莞轨道1号线
首座车站封顶

将贯通广深线网，未
来乘地铁1小时到广深

自行车成为深圳重要交通方式

潮州工夫茶

潮州广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