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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6日，2021广州文化产业交易

会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作为
岭南大地一年一度嘅文化盛宴，广州文交会
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嘅文化产业交易盛
会。大家知唔知，岭南文化之风好早就开始
吹起呢？喺古代，尤其喺唐宋时期，岭南喺唔
少官员、文人被贬嘅首选地。一啲大文豪被
流放到呢度，就写诗去宣泄心中嘅郁闷，或者感叹大好河山。亦有人
系旅行路过呢度，乘兴写低一两首诗。比如，张九龄、柳宗元、苏轼等
大文豪都曾喺岭南留下诗作。今日，《粤讲粤有古》带大家睇下，古代
诗人喺岭南留低乜大作。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谭铮
实习生 梁令菲

文化岭南自古有之
这些文人骚客曾留墨添香
12月4日-6日，2021广州文化产

业交易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
馆举行。作为岭南大地一年一度的文
化盛宴，广州文交会已成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交易盛会。大家知
道吗？其实岭南的文化之风很早就吹
起了。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岭南
是不少官员、文人被贬的首选地。一
些大文豪被流放到此，就写诗去宣泄
心中愤懑，或者感叹大好河山。也有
人是旅行路过此处，乘兴写下一两首
诗。比如，张九龄、柳宗元、苏轼等大
文豪都曾在岭南留下诗作。今天，《粤
讲粤有古》带大家了解下，古代诗人在
岭南留下什么大作。

岭南从秦朝开始，便是流放地之
一。特别是在唐朝，岭南成为流放和
贬谪的首选地。

据统计，史书中可查的唐代贬谪
流放岭南的官员约500人，包括我们
熟知的诗人张九龄、王昌龄、韩愈、柳
宗元、刘禹锡。在各大文士的笔下，
岭南从一个地理概念成为一个文化
符号，承载着失意与乡愁。正如张九
龄酒醉时写下“独攀南国树，遥寄北
风时”，寄托对弟弟的思念之情。

当然，“岭南诗”不只是抒发被贬
的苦闷情绪。写下《滕王阁序》的唐
代文豪王勃，就在广州留下了一篇大
作——《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
这部被称为粤版《滕王阁序》的碑文，
足足有 3000 余字，至今留存在广州

六榕寺（即宝庄严寺），是中国文学史
上至今已知篇幅最长、内容最广的宝
塔铭文。写下这篇碑文的第二年春
天，王勃在南海遇到飓风，不幸逝世，
年仅 26 岁。《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
碑》就成为他的遗作。

时隔300多年，北宋大文豪苏东
坡也路过六榕寺。相传他见寺院中
有六株榕树，绿叶如盖，盘根错节，气
势不凡，书下“六榕”二字。后人怀念
这两位文豪的“跨时空”缘分，在六榕
寺山门挂上“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
无树记东坡”的对联。

说到苏轼，他为岭南留下的诗作
可不少。在惠州时，被贬的苏东坡在
尝过香甜的荔枝后，写下“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发广州》
一诗中的“蒲涧疏钟外，黄湾落木
初”，“蒲涧寺”位于白云山麓，如今
已经不存在了；“黄湾”指广州东南的
黄木之湾。

不同于苏轼，韩愈在岭南这个失
意之地成就了一番事业。韩愈一生
三次来广东，都是因为遭贬官。尽管
仕途不顺，但他到贬地，关心群众疾
苦，为民解困，传播中原文化，启迪民
智。韩愈还为广州南海神庙撰写《南
海神广利王庙碑》。此碑是广州南海
神庙现存最早碑记，对研究该庙早期
形制、古代中外海上交通与唐代祭海
之俗有重要参考价值，被誉为“广州
第一唐碑”。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员番宣报道：
发展之道，首在得人。近日，在 2021 年广州大
学城（小谷围）国际产业人才大会暨科技创新
大会上，番禺区发放了今年高达1.4亿元的“1+
4”产业人才补贴，同时发布全新的人才政策
——“番禺人才生态30条”。据悉，创新创业人
才带领团队来番禺发展，就有机会拿到两个
1000万的项目资助。

番禺拥有华南地区科教和创新资源最为
集中的广州大学城。自2017年以来，番禺区大
力实施“1+4”产业人才政策，累计发放高层次
人才服务卡近 1.1 万张，共安排人才补贴近 5.6
亿元，扶持了 7807 个人才、团队和 439 个青蓝
计划创业项目，连续三年稳居广州第一、全国
前列。

作为面向“十四五”的人才战略，番禺区在
原有的“1+4”产业人才政策基础上，制定 30条
政策措施，对于人才的支持力度更大，为番禺
下个五年的人才发展把方向、提质量、增效
能。该政策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靶向引才，锁
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
能装备、现代服务业等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引才
聚才。

据悉，创新创业人才带领团队来番禺发
展，就有机会拿到两个 1000 万的项目资助。

“番禺人才生态 30 条”明确，聚焦智能网联和
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
康等番禺区重点发展产业，每年最多遴选 5 个
从事先进技术研究、具有较强自主创新和研发
技术攻关能力的创新团队，并给予单个团队
1000 万元项目经费资助；每年最多遴选 5个市
场成长性好、企业经济社会效益高、区域重点
产业带动力强的优秀创业团队，给予最高1000
万元项目经费资助。

同时，杰出企业家来到番禺发展有望能拿
到最高 500 万元的奖励。选择番禺的农技人
员、教师医生、行业匠人、青年博士，番禺区也
会给予特殊津贴，确保人才在番禺安居乐业。

“00后”青年人才只要敢想敢创，就有机会成为
青蓝之星，获得总计2000万元的青蓝扶持。

此外，“番禺人才生态 30 条”竭力解决住
房、就医、子女教育、配偶就业等人才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人才人在“心”也
在。并提出，实行“一事一议”的特别机制，特
别人才特别扶持，重点团队重点扶持，尽最大
力气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基层

乡村治理

看

从化区西和村：

以花为媒促进产业兴旺
民主议事厅助力村民自治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每年花开时节，以“花卉”为主
题的西和万花风情小镇繁花似锦，
人海如潮，吸引着粤港澳大湾区游
客的目光。小镇主要以“花卉产业、
品质民宿、文化艺术、亲子体验”为
建设主题，形成以小盆栽、兰花、多
肉植物及苗木等为主的花卉种植产
业。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西和村
党支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朝阳
产业的花卉产业，正引领着西和村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昂首前进。

该负责人介绍，西和万花风情
小镇主题是花，当地的旅游业和产
业特色都以花为主题，围绕这个主
题，西和村通过栽种沿途鲜花等方

式将村里的九大花卉主题景点串联
起来，打造了一条“九里花街”。

记者进入西和万花风情小镇，
短短几公里的景观大道沿线融合了

“食住行游购娱”元素，包含了玫瑰
花园、多肉植物园、森林研学营地、
休闲农庄等，为专门来体验乡村风
情的游客提供一站式乡村旅游体
验。

据统计，2020 年全年，西和万
花风情小镇累计接待游客约 9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 7000 多万
元。而 2020 年西和村集体经济和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86万元和3
万元，为西和村乡村治理提供坚实
的物质保障。

鲜花烂漫、姹紫嫣红，走进广州
从化西和万花风情小镇就像走进了
一个“花花世界”。而在以前，西和
村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偏僻山村。

变化发生在2016年。乘着乡村
振兴的东风，西和村以建设特色小镇
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花卉种植产
业，打造“万花风情小镇”，同时全面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让西和
村面貌焕然一新。仅几年时间，西和
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目的
地。日前，西和村更是入选了第二批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建设西和万花风情小镇

村里面引进产业，村民的村务
工作更繁杂了。为此，西和村打
造民主议事大厅，成立村民理事
会，实现“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有
争议、有矛盾的事情按照大多数

人 的 意 志
办 ，事 事 有
商 量 、件 件

有表决”。
同时，西和村

开通了“仁里集”智
能治理云平台，实
现“村民议事网上
酝酿、通知公告网
上发布、公共服务
网上受理、村务信
息网上公开、邻里
互动网上交流”的

农村治理新模式，为企业、村民、游
客搭建信息沟通平台，激励引导村
民有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

此外，西和村还推进法治乡村
建设，成立民主法治创建领导小
组，村两委干部、各社社长担任调
解员，并制定民主法治村创建工
作方案等，让村民的矛盾在哪里，
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设立西
和村法律援助点和公共法律服务
服务站，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
顾问进村，为村民实现半小时法
律服务圈，法律顾问每个月定期
到村坐岗值班，为村民解答法律
疑难。“法律明白人”活跃在基层
法治宣传和法治实践一线，有力
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的形成。

打造村民议事大厅

江南西商圈
要变身江南文商旅融合圈

2021广州文化产业交易会海珠分会场暨

海珠区首届文商旅融合发展大会日前在工美

港艺博中心开幕。记者从会上获悉，海珠区将

以江南西商圈为主打造江南文商旅融合圈，此

外，与广州美术学院携手，依托海珠区沿江公

共空间、景区景点、园区、楼宇等城市公共空间

和建筑，打造艺术创作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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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西: 文商旅融合吸引年轻人消费
江南文商旅融合圈东起前进

路、东晓南路，西至宝岗大道，北
到南田路，南至昌岗路，环绕成一
个“田”字形的集文化、商业、生态
等几大元素的综合性商圈，面积
约为 3 平方公里，涵盖江南中、昌
岗两条街道。

江南中街道办事处主任卢佳
亮告诉记者，江南文商旅融合圈目
前主要以江南西商圈为主，该商圈
主要为餐饮业，业态较单一，《打造
计划》将把更多元素融入。“一方面
是通过政府的引导，整体提升商业
环境；另一方面江南文商旅融合圈
内有十香园、广州美术学院等文化
资源，以及晓港公园、海珠涌等生
态资源，下一步将把文化元素、旅
游元素融入商圈当中，比如对广州
美术学院进行外立面的提
升，打造海珠新活
力文商旅融

合圈核心区和样板项目。”
此外，《打造计划》还将优化商

圈交通环境，推动商圈分片组团发
展；打造智慧商圈，推动线上线下
互动；推动成立商圈联盟，引导商
圈有序发展。

卢佳亮还表示，《打造计
划》将格外注意宜商宜居的
平衡以及商圈的错位发展。

“江南文商旅融合圈内居民
众多，在计划中我们将重点
解决文商旅发展与居民生活
的平衡。同时，江南文商旅
融合圈也将引入更多时尚的
业态，吸引年轻人进
行 潮 流 消
费。”

海珠区政府在大会上与广州美
术学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
依托海珠区沿江公共空间、景区景
点、园区、楼宇等城市公共空间和建
筑，打造艺术创作实践基地，形成富
有艺术内涵的空间载体：从洲头咀公
园到鹤洞大桥，打造滨水艺术长廊；

从广州塔到保利广场 6.6 公
里阅江碧道，打造

最具艺术

气质的世界级文商旅融合发展带；串
联十香园、广州美术学院等艺术地
标，连片打造立足海珠区、辐射粤港
澳大湾区的最红艺术名片。

海珠区还将结合中大国际创新
生态谷建设，给予政策支持，双方共
同引入第三方主体在服装设计、时尚
创意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建设以艺
术设计、展示发布为核心的时尚设计
产业街区，打造设计人才孵化
基地和时尚产业中心。

广州美院:

依托沿江公共空间打造艺术创作基地

番禺出台
全新人才政策

创新领军团队
有望领

两个1000万资助

这份艺术能带来温暖和力量
陈元璞（阿璞）1977 年出生

在广州，6 岁时被诊断为轻度智
力障碍与神经发育不完全，21
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32 岁
因“脊髓海绵状血管瘤”破裂压
迫神经，致下半身瘫痪。在很多
人看来，这样的阿璞是不幸的，
但是，关上一道门就会打开一扇
窗，古典音乐就如那扇充满阳光
的窗，给他温暖和力量，阿璞妈
妈说，“古典音乐是他的妻子，他
的唯一”。直到去世，阿璞围绕

音乐创作了4000多幅作品。
这一次，星海音乐厅、广州

大剧院、广州市少年宫、广州交
响乐团联合推出了“大地之歌
——阿璞绘读马勒作品展”，展
出他 30 余幅以马勒作品为灵感
而创作的画作。

周鲒介绍，近两年，包括星
海音乐厅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在
不断地推动阿璞的音乐绘画展
览，阿璞的展览、阿璞的故事在
不断地发酵、流传。“为什么我

们要去讲阿璞的故事？”他动情
地解释，“因为这份艺术能够带
来温暖和力量，犹如今天太阳
的光，而它，源自一个在逆境中
挣扎求生的青年。”在他看来，
星海音乐厅公益艺术项目“音
乐陪伴计划”的口号——“音乐
的世界里，不孤单”，就是星海
音乐厅发出了温暖有力、如同
太阳的光：“它能让这个城市所
有对古典音乐有感情的人，都不
孤单。”

看到老师的画，他突然懂了
阿璞曾是广州市少年宫首位

特殊学员、首位智力残疾教师。
“阿璞在少年宫做助教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是他的学生。”在展
览上，家长们纷纷向阿璞的父母
问好。

一名家长说：“浩浩（化名）
一直想用画笔表现音乐里旋转的
画面，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今
天看到阿璞的一幅画后，他突然
懂了。”这些特殊青少年长期在
特殊美术老师的引导下学习绘
画，受益于艺术带来的自我成长
和能力的提升。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也曾受教于阿璞。
参观活动后，大家共同走进

交响乐演奏大厅，观摩了当天的
2021广州马勒作品展演——《第
七交响曲》音乐会彩排，从阿璞
的绘画到现场的交响乐，全方位
感受马勒的音乐世界。

因为阿璞的画展在音乐厅
展出，阿璞爸爸和妈妈也第一次
走进了音乐厅。讲起酷爱古典
音乐的阿璞，妈妈说道，除了睡
觉，阿璞每一天都在音乐中度
过；每年一次的手术后，麻醉刚
醒，他就要妈妈给自己读音乐家

们的传记，用他们的故事来激励
自己。

“能在音乐厅里展出自己的
绘画作品，这是阿璞生前想不到
的，他一定会好开心。”阿璞妈
妈说，所谓生命影响生命，我们
相信阿璞能有这样的价值，因为
他一直说过，自己希望在社会留
下一些痕迹，希望作为“一个不
被看好之人”，能够“成就无人能
及之事”，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座
右铭。“希望阿璞的画能激励更
多不同的人群，能让他们更珍惜
生命，珍惜自我的价值。”

江南文商旅融合圈地理位置 受访者供图

江南文商旅融合圈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源 受访者供图

星海音乐厅里展出的阿璞作品 受访者供图

早晨的阳光透过音乐厅巨大的玻璃幕墙，投射在“阿璞绘读马勒
作品展”的一幅幅画作上。一群特殊青少年（唐氏综合征、脑瘫、智力
发育迟缓等心智障碍者），驻足在画作前，观看着、拍摄着、思考着……

近日，星海音乐厅“音乐陪伴计划”联合广东省三棵柚公益基金
会，邀请9位跟阿璞有着类似经历的特殊青少年以及阿璞的父母、星
海会会员等共同参观了“阿璞绘读马勒作品展”。

“阿璞和他的绘画、他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希望和温暖，就像是从
这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为参观者们导赏的策展人周鲒说，“我们为
什么会在星海音乐厅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就是希望阿璞的画在这
个地方，可以为这个城市，发出一道太阳光。”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通讯员 音乐厅

阿璞画展阿璞画展
走进音乐厅走进音乐厅

全方位感受
马勒作品如何在
他的笔下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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