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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
黎存根，通讯员粤文旅宣报道：2
月 12日（大年初一），吃完团年
饭后的人们陆续走进广东各个
景区游玩。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日14
时，广东纳入监测的150家重点
景区共接待游客181.7万人次；
截至15时，全省景区总预约数
为32.7万人次，全国排名第一。

今年春节期间，广东文化旅
游系统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供
给，打造线上线下文旅活动。

其中，乡村旅游热点纷呈。广
州白水寨旅游区等14家乡村景
区正常开放，宝墨园举办新春
岭南醒狮民俗文化节，南沙天
后宫举办“迎春纳福贺新年”
2021 年南沙妈祖迎春活动等。
中山发动全市文化团体、文化
机构和文艺名人于1月25日-2
月中旬开展“福送万家”百名书
法家春联进乡村（社区）活动。

非遗活动也丰富多彩。中
山市组织文化场馆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策划开

展“留在中山过春节挺好”中山
年俗云课堂。河源以“文化进万
家 欢乐过大年”为主题，策划开
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非遗闹元宵”等 4 大系
列、110多项文旅活动，以及近
200场次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各地文旅部门还线上线下
结合创新开展文旅活动。韶关
市文化馆开展“我在韶关过大
年”韶关市文化进万家云展播
系列活动，为市民带来线上舞
蹈、歌曲表演。乐昌市图书馆

举办线上阅读马拉松活动和线
下“品味书香，寻趣非遗”非遗
主题的文创产品寻宝活动。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
数据显示，初步测算，截至2月12
日14时，广东纳入监测的150家
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81.7万人
次；14段古驿道重点区域共接待
游客28.1万人次；13家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共接待游客10.4万人
次；71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
落接待17.0万人次；75个重点公
共文化机构接待8.7万人次。

截至2月 12日 15时，全省
景区总预约数为32.7万人次，全
国排名第一，与2月11日相比，
增加 29.2 万人次，上升率为
844.10%。其中，使用省分时预
约系统景区预约总数为6.6万人
次，通过系统对接景区预约总数
为26万人次；全省15个5A景区
预约总数为15.8万人次，前三名
分别是惠州西湖、白云山、广州
长隆旅游度假区，总预约数排名
前三的地市分别是广州市、惠州
市、佛山市。

羊城晚报讯 记者危健峰报道：春节
前后，繁花盛放。近日，在客都梅州，梅
花和樱花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尽享欢乐
春节提供机会。

梅县区城东镇潮塘村的“千年古梅”，
是广东省发现的树龄最长的古老梅花树，
被称为“潮塘宫粉”，入选国家一级古
树。每年的立春前后，潮塘古梅一树繁花
盛放，粉红色的花瓣、金黄色的花蕊，暗
香流动蜜蜂纷飞其中。

“我们学会组织了 30 多名画家到潮
塘赏梅写真，用艺术家的笔描绘春回大地
的美景。”梅州市中国画学会会长张杰表
示，梅花是梅州的市花，梅州人自有爱
梅、赏梅的传统，也传承梅花身上坚韧、
自强、独立的精神。

除了潮塘的千年古梅，梅州市区也处
处可见梅花。在客家公园的梅花长廊，一
树树的梅花开在枝头、开在微风中，为梅
城增添了别样的风景，吸引市民游客拍照
留念。

当前，梅州的樱花正当花季。梅江区
城北镇的爱丽丝庄园的“樱花谷”，种有
绯寒樱、八重樱、香水樱、富士樱等品种
的樱花5000多株，园内曲径通幽、木屋亭
台，青绿的山水与一路的樱花相映成趣。

记者了解到，爱丽丝庄园春节期间照
常开放营业，并推出了“玩转樱花谷，浪
漫心动之旅”活动，大年初三凡是穿着汉
服、旗袍、情侣装、亲子装可免门票入园，
还有机会获得专业摄影工作人员的免费
拍照福利。

羊城晚报讯 12 日，记者了解到，即
日起至 18日，去广州海心沙亚运公园游
园观展,只有提前预约才可入园。在穗过

年的市民群众可通过“听见花开”公众号
或直接登录穗康小程序预约。

（汪曼 穗园林宣）

羊城晚报讯 距广州地铁公开的数
据，2月 11日（除夕）当天，广州地铁客运
量较往常大幅下降，全天运客 256.7 万人
次，单条线路客运量最高为二号线37.4万
人次，其次为一号线32.5万人次。单个车

站客运量最高为体育西路12.9万人次，其
次为公园前 10.5 万人次。去年底新开通
车站八号线北延段（文化公园至滘心段）
客流量为7.04万人次。

（徐振天 刘剑）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道 ：
“文化过大年”正成为新年俗。2 月 12
日大年初一，天气晴好，东莞不少市民
走进各大公共文化场馆，看书赏展观
影，享受诗意里的年味。据悉，今年春
节期间，东莞各级部门共精选了文化
旅游体育活动 327 项，其中线上活动
171 项、线下活动 156 项；免费开放文
化广场 755 个，市镇两级公共图书馆
（分 馆）、文化馆（分 馆）各 34 个，市属
博物馆 7 座，561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

12日上午 11时许，位于东莞市新芬
路的东莞市博物馆门前已经有不少市民
排队测量体温等候入馆。据介绍，东莞
市博物馆所有参观人员需凭莞 e申报预
约入馆，实行实名制参观，且有人数限
制，暂不接待团体观众。为了丰富市民
的春节文化生活，东莞市博物馆特与长
沙博物馆携手推出“唐风妙彩——长沙窑

瓷器精品展”等展览。
“平时很少有时间带孩子到博物馆，

这次借着春节长假，带她好好感受一
下。”定居东莞多年的张女士很少在东莞
过春节，今年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留守东
莞，她表示，今年全家尝试“文化过大
年”，除了博物馆，还将去图书馆、文化
馆、电影院“打卡”。

在东莞市少儿图书馆，不少市民带着
孩子品味书香，一位妈妈正轻声为孩子
读绘本。东莞图书馆表示，春节期间（2
月 11 日-2 月 17 日）按网络实名预约、限
流等方式提供服务，共准备了六大主题
三十多项文化活动，让书香伴随大家一
起过大年。

东莞市文化馆则精心策划推出了“我
在东莞过大年”——2021新春“文化大礼
包”系列活动，包括“春回莞邑”新春微
音乐会、“吃茶去”新春“申时茶会”、“中
国美味”全国摄影大展等。

春节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
的“念想”，它意味着万家团圆。
原本订好了 2 月 8 日回家的车
票，但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李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决
然选择留在广州过年。“作为一名
医护人员，我应该起带头作用。
看到现在广州马路上仍然车水马
龙，很多人跟我一样选择在广州
过年，我感觉不孤单。”她说。

去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李晨大年初三就结束了
春节假期回到广州待命，随时准
备驰援武汉。李晨回忆，她虽然
是一名健康管理师，但此前做了

一年临床护士，有一定的临床经
验，当时医院组织报名前往武汉
支援时，她毫不犹豫报名了。

2月21日，她跟随广东第21
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武汉，先后前
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雷神山医
院驰援，直到武汉解封后，4 月
10日返回广州。

“那段时光我终生难忘，比
想象中要艰苦，但也正是经历了
这次洗礼，我对护士这份职业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她说，在这次
抗疫斗争中，护士发挥了巨大作
用，以后自己会更有信心、更加
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

排查隧道涌沙涌水隐患

普速铁路京广线K1987+100
里程处，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是
大瑶山隧道北端入口，这里三面
环山，一面临水，看似环境惬意，
实则极易发生险情。由于大瑶山
隧道九号断层存在涌沙涌水隐
患，自 1990 年开始，广铁集团广
州工务段便在此处设立了 24 小
时看守点，蒋振彬于1988年大瑶
山隧道开通时便驻扎在此。

四平方米左右的看守房很简
单，但收拾得很干净。记者看
到，蒋振彬的住处四周墙壁上贴
着看守制度、联控用语、应急处
理措施等，座位前简易的壁钩上
挂着一个检查时用的工具带，在
一个角落里，还堆积着很多用完
的圆珠笔芯。

蒋振彬表示，刚开始，看守点
设在隧道内，里面的情况凭一双
肉眼观察。到了2013年，广州工
务段在 9 号断层装了监控设备，

并将看守房设置在了隧道口。
“现在好多了，盯着监控视频，就
能看清9号断层的情况。一旦发
现险情，会立马通知车站，如果
时间来不及，就会亲自到隧道
口，把火车拦停。”蒋振彬说，为
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会时不时进
隧道内巡查，雨季来临时每两个
小时就要进去查看一次，甚至要
睡在隧道里。

33年来，他和同事发现并及
时处置了十余次较大的隧道涌沙
涌水现象。在他们的坚守下，大
瑶山一直保持零事故纪录。

无数假期与家人分隔两地

谈起工作成绩有些骄傲的蒋
振彬也有自己的遗憾。由于大瑶
山隧道需要24小时派人值守，蒋
振彬 33 年来没有休过一个完整
的假期，即使是春节长假，他最
多休两天就赶着回去值班。“有
时除夕晚上回家吃个饭就又到了
这里。”蒋振彬说。

而且，即使不是轮到他值班，
蒋振彬也不敢走远。他说：“万
一值班的同事突然身体不舒服，
或者家里有急事，我作为班长可
以随时顶上。”

对蒋振彬来说，亏欠最多的
人是母亲。“从参加工作到现
在，30 多年了，没有陪她过过一
个完整的春节假期。”蒋振彬介
绍，工作以后，他在驻地附近成
了家，但今年已经 92 岁高龄的
母 亲 由 于 不 适 应 当 地 生 活 环
境，一直留在老家生活。其实，
今年蒋振彬打算早早回老家陪
母亲过一个完整的春节假期，
但后来因为疫情原因，他决定
响 应 号 召 留 在 原 地 坚 守 。 现
在，蒋振彬最希望的是母亲长
命百岁，等他明年退休后，用更
多的时间为母亲尽孝。

“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已经找
了工作。每年过年回家，他所乘
坐的火车都要通过这条隧道。”
谈及儿子，蒋振彬表示，他守护
隧道安全，也是守望儿子归来。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燕红、通讯员
粤疾控报道：春节期间，无论是宅家还
是出游，饮食都是“标配”。广东省疾控
提醒，疫情防控时期，外出就餐尽量选
择防疫措施到位的餐厅。

外出就餐要选择到持有有效《食品
经营许可证》的餐厅就餐，不到无证小
店和街边小摊就餐，建议尽量选择到食
品安全量化等级为 B 级以上的餐厅。
选择餐厅时，应留意餐厅疫情防控措施
是否到位，如健康监测、配备洗手消毒
设施或免洗手消毒液、间隔错位就餐、
提供公筷公勺餐具、场所清洁通风等。

在外就餐尽量选择彻底煮熟的食

物。若选择食用凉菜、熟食卤味和生食
水产品等冷食、生食类食品，应注意查
看食品经营单位是否有经营相关冷食
和生食类品种的项目。规避高风险食
物，如不食用河豚鱼、织纹螺等，禁食野
生动物。

省疾控还提醒广大群众，尽量减少
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少去人员密集场
所，家庭聚餐及私人聚餐人数控制在
10 人以下。饭前用肥皂或洗手液和流
动水洗手；没有洗手条件的，可使用消
毒湿巾或便携式免洗手消毒液清洁双
手；多人共同就餐时，提倡使用公筷公
勺。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年初一游客参观预约数
广东景区全国排名第一

截 至 昨 日
14 时 150 家 重
点景区接待游客
超18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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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援鄂护士留穗过年：

入乡随俗逛花街
随时待命上前线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年廿八，记者与90后援鄂护士李晨约定进行采访。到访
时，她正在拍摄一段科室医护人员给患者的新年祝福视频。

李晨来自安徽阜阳，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一
名健康管理师。去年2月21日，她跟随广东第21批援鄂医疗队
出征武汉，在抗疫一线坚守50天后，完成使命回到广州。这趟
特殊又难忘的经历，让她对护士这份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今年是李晨在广州工作的第三年，这个春节虽然有7天
长假，但是她积极响应国家疫情防控的号召，退掉早已预订好
的车票，决定留在广州过年。“非必要，不离粤，留穗过年，也挺
好。”李晨说。

医护人员带头就地过年

今年是李晨来广州工作的第
三年，但却是她第一次在广州过
年。“广州过年的氛围很浓厚，到
处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气息。在
广州过年，我也入乡随俗，逛花
街、贴春联……这里也是我另一
个家。”李晨提到，作为一名医护
人员，平时24小时值班，和同事
们早已习惯了不稳定的假期。

李晨表示，春节期间，神经
内科病区还有很多患者，其中有
9位危重症患者，很多医护人员
都坚守在岗位上。“医护人员工
作量很大。”她说，作为一名健
康管理师，平时给患者做一些宣
教和随访工作，叮嘱患者用药、
饮食、复诊等注意事项，此外还

需要做一些心理辅导等，向患者
拍摄医护人员的新年祝福视频
就是其中之一。

七天长假，李晨并不想闲下
来，她心里有一份满满当当的计
划。李晨表示，这段时间，她准
备认真梳理自己在临床上的护
理经验，再补充学习一些护理知
识写一篇科研论文，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由于平时工作忙、假期
少，她在广州游玩的机会不多，
想趁着假期，在广州周边走走，
感受广州春节的温暖。

“前段时间，针对疫情防控需
要，医院组织报名一批志愿者去
火车站等地方支援，如果有需要，
我也可以随时出发。”李晨说。

制订充实的假期计划

在海外就地过年的中国留学生：

离家再远也要好好庆祝春节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郑畅 梁凯静

守护隧道安全的蒋振彬：

2月11日，除夕，蒋振彬仍跟往常一样，对大瑶山隧道
进行例行巡查。“年前连续下了几天雨，大瑶山隧道断层
涌沙涌水的概率比枯水期时高了很多，我们正抓紧时间排
查，以免发生险情。”蒋振彬说。

蒋振彬是广铁集团广州工务段乐昌桥隧车间乐昌路桥
维修工区看守班的班长，是一名老党员，在大瑶山隧道一待
就是33年。33年来，他和同事发现并及时处置了十余次
较大的隧道涌沙涌水现象，无数次确保火车平安通过隧道。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通讯员 陆省省 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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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33年零事故

今年春节，正在英国华威大
学留学的郑杭第一次离开父母，
独自在海外过年。“今年留在这
里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和家人都
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不会感觉
特别失落和遗憾。而且我正好
可以体验一下在国外过年的感
受。”郑杭说。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很多海
外留学生与郑杭一样响应就地过
年号召。春节之际，记者云采访
多位在海外就地过年的留学生，
了解了他们的特殊春节故事。

春节的意义不因
距离而改变

在美国留学的黄珮琦说：
“家人在春节这个特别的日子，
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边吃饭一
边说着新年祝愿，想想就觉得美
好。”

身处异国，没有街上的节
日装饰、妈妈亲手做的年夜饭
以及一家人围着看的春晚，许
多留学生表示春节的“年味”少
了许多。

“作为中国孩子，春节始终是
我心中最重要的节日。”就读于西
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来梓
雪认为，即使不能回家过年也要
好好庆祝春节，和家人拜个年，和
朋友们一起吃一顿年夜饭。

对于郑杭来说，春节的特殊
意义在于“团圆”，她认为，春节
是值得珍惜的家人团聚机会，除
夕夜晚，她来到一家麦当劳餐厅
用餐，以庆祝自己本命年的到
来。“麦当劳的包装是红色的，我
还特地加了很多番茄酱。妈妈
也打电话过来要我穿一身红衣
服，说本命年要有个好兆头。”

就读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
立大学的魏琳璐则和几位中国
朋友一起，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火
锅。“我们提前在中餐馆订了牛
肉卷、羊肉卷、腐竹、宽粉、豆皮、
中国挂面、新鲜豆腐等俄罗斯超
市买不到的食材。”她说。

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的邓
皓予来到新加坡的一位阿姨家
拜年。邓皓予和阿姨一家喝茶
嗑瓜子聊春晚，找到了熟悉的家
乡年味。在意大利留学的邓海
霖则用春联、中国结等饰品把自

己的小公寓装饰得十分喜庆，希
望为下周的考试带来好运。

各国学联开展线
上春节活动

为促进在外留学生的合作
交流，让大家热闹地欢度春节，
留学学校和学联策划了多样的
线上新春活动。

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在
除夕夜举办了牛年在线云春晚

“牛云百福”，将传统的舞台表演
同中法城市的文化相结合，带领
留学生探索中法友好城市之美。

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
等国学联也准备了丰富的“线上
盛宴”，包括新年音乐会、中华美
食节线上厨艺大赛、Vlog视频大
赛、年夜饭照片评选、线上自习
活动和线上新春游园活动等。

“虽然隔着屏幕，但同学们可
以通过弹幕和语音进行互动，这
个春节并不孤单。”魏琳璐表示。

在春节期间，美西南学联还
协助中国领馆统计证件即将到
期以及年纪较小的留学生的信
息，包机送有需要的学生回国。

“我们还将为就地过年的学生提
供医疗与心理健康上的帮助，开
设应急热线解决学生的心理问
题等。”美西南学联主席方馨田
表示。

部分国家的中国学联也协
助当地中国使领馆向中国留学
人员发放“春节包”。“春节包”中
有口罩、防护面罩等防疫物品，
有花生糖、芝麻糖、瓜子等食品，
也有暖心的春节寄语。

已经收到“春节包”的留法
学生表示：“非常开心在春节收
到祖国的关心，虽然不能回国过
年，但祖国的温暖一直陪伴着我
们，我们十分感谢祖国的牵挂与
惦念。”就读于日本北海
道大学的石同学坦言：

“收到包裹后很是感动，
感觉我不是一个孤独的
个体在面对着这一
切 ，身 后 有 社 会 团
体、有国家的帮助，
这给予我们留
学生很大的力
量 与 勇
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