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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潮作客广州不奇怪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李焕坤

最近唔少广州人都为咗水而“头痕”。点解？皆因今年以
来，由于降雨少、来水少、蓄水少，东江流域遭遇历史罕见嘅严
重旱情，导致今冬明春东江下游三角洲咸潮上溯加剧，广州、深
圳等地部分区域供水安全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住喺广州东部
嘅部分居民，最近发现水喉水有啲咸，甚至出现供水不稳或停
水现象。珠三角水系发达，竟然会有缺水的现象？其实，呢个
现象喺历史上存在好耐啦。今期《粤讲粤有古》就带大家一起
认识下广州历史上嘅咸潮。

海珠
超5万名老年人
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通讯员李早

花报道：12月 14日，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卫
生健康局获悉，截至12月11日，海珠区已为
全区 56534 位 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完成
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

据了解，为有效降低老年人群流感发病
率，广州市将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纳入今
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海珠区于9月24日起
便全面启动了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流感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为方便老年人就近接
种，海珠区在全区设置了 35 个接种单位开
展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每个接种点每周
开放 2-3 天不等。“同时，我们还在晓港公
园、广百新一城广场等老年人聚集且交通便
利的地段设置了临时接种点，让老年人接种
更便捷。”海珠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健生
介绍。

为让辖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及时了解
接种信息，海珠区还制作了粤语版的流感宣
传音频，更好地向老年人普及流感疫苗接种
知识，各街道也结合敬老月宣传活动，在居
民小区、广场、公园、老人活动中心、养老院
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并提供贴心便
利的接种服务。

为确保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安全，海珠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专业督导队伍，每
日组织对辖内接种点进行现场督导工作，严
查疫苗冷链管理、接种现场流程以及急救药
物及急救人员配备等情况。

最近不少广州人为水“头疼”。为什么
呢？因为今年以来，由于降雨少、来水少、
蓄水少，东江流域遭遇历史罕见严重的旱
情，导致今冬明春东江下游三角洲咸潮上
溯加剧，广州、深圳等地部分区域供水安
全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住在广州东部的
部分居民，也发现自来水有点咸咸的，甚
至出现供水不稳或停水现象。珠三角水
系发达，竟然会有缺水的现象？其实，这在
历史上也出现过的。本期《粤讲粤有古》就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广州历史上的咸潮。

广州，是一座因水而生的城市。在这
个城市里，水道纵横交错，珠江水从广州
一路奔腾向海。但谁能想到，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饮水问题困扰着广州人。原因在
于广州濒临海区，每年冬季枯水期，咸潮
便会托起珠江水，大举倒灌入城。最凶猛
的咸潮，可以沿着北江往上涌，一直到清
远飞来峡。根据《广州传》记录，当时所有
的江水、溪水、井水，都变得咸苦难饮。

生活在广州的古代人，为了取得淡
水，会到白云山取蒲涧泉水。相传这里
的泉水味甘冷异于常流，饮之有金石
气。三国时期的交州刺史陆胤体会到咸
潮的危害，于是征募民夫，在越秀山东麓
挖了一个人工湖，引蒲涧水入湖中，以供
冬季枯水期之用。这个湖就是越秀公园
东秀湖的前身，初名“甘泉池”。

除了取山泉水，古人还会选择深挖
井。广州黄埔一条 700 多年历史的村，
名叫“深井村”。话说这个村子原名并非

“深井”，而是叫“金鼎村”。“金鼎”改成
“深井”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

旧时金鼎村大多数居民日常用水以河水
为主，小部分靠公用地下水。地下水从
山边挖洞打的水井中渗出，此井水清澈
甘甜，洁净卫生。因每逢年底，海水咸潮
倒灌，河水不能食用，饮用河水的村民就
到有井人家借水食用以度咸潮。

感受到地下水的清甜可口，人们陆
续挖井取水，久而久之，村中人家大多数
都挖有水井。而靠近山边的许多水井，
因地势关系，需要约 15 至 20 米深的牛
绳，才能将水斗吊下放到水里打水。后
来村名就改成“深井”了。

面对咸潮对生活造成的不便，千百
年来，广州人不断努力，开湖泊、挖濠涌、
浚河道、修水利，阻挡咸水灌城。2000
年，广州西湖路兴建光明广场时，就发现
了一座南越国水闸遗址，面积约有 650
平方米，是当时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好的水闸遗存。据说，洪水
来时，打开水闸，泄洪到珠江；当咸潮来
时，放下闸门，阻挡潮水涌入。

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变，珠江岸线向
南延伸，大海慢慢远离广州。到了 1905
年，广州成立“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
司”，开办水厂，修建水塔。广州城区居
民的生活用水，逐渐摆脱咸潮的影响。

可以说，面对咸潮，我们先辈已经有千
百年的经验。因此，面对今冬的咸潮，大家
不用过度紧张，但希望广大市民注意节约
用水、错峰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节
约用水，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部分参考资料来源：由广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广州传》，作者：叶曙明）

A 什么是社区矫正？

夕阳西下，碎金满湖；鹭鸟
群飞，荡起清波。这是广州海
珠国家湿地公园海珠湖上的经
典景致。作为我国东部和中部
两条迁徙路线的会合地、东北亚
两条迁徙通道的途经停歇地，每
年秋冬，海珠湿地都会迎来南下
越冬的候鸟。眼下，冬候鸟迁徙
接近尾声，候鸟与“原住民”正勤
劳筑巢，迎接繁殖季。

羊 城 的 12 月 ，温 暖 如 春 。
海珠湖上，斑嘴鸭妈妈带着斑嘴
鸭宝宝悠闲游动，在湖面上漾起
一圈圈圆晕；鸟岛上，数十只苍
鹭立于构树枝头，审视附近猎
物、防止天敌接近；一对鸬鹚时
而飞上蓝天，时而插入湖面……

谢惠强是海珠湿地工作人

员，同时也是观鸟爱好者。自
2014 年到海珠湿地工作以来，他
亲眼目睹海珠湿地对鸟类的吸
引力逐年增强。“除了有常见的
苍鹭、白鹭、鸿雁，海珠湿地还有
黄胸鹏等国家保护鸟类，吸引了
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据统
计，“十三五”期间，海珠湿地鸟类
记录有180种，夏候鸟20种，冬候
鸟78种，留鸟72种，旅鸟10种。

海珠湿地缘何能持续吸引
鸟类？海珠湿地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海珠湿地通过构建
人工浮岛、开辟生态水稻田、营
造觅食滩涂等生态修复方式，
为鸟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和繁
衍的空间。“每当潮水退去，滩
涂会留下丰富的食物，为候鸟

栖息和觅食提供了绝佳条件。
2019 年，我们将海珠湖最大的
湖心岛上人类的足迹抹去，将
原本硬底化的路面变为滩涂。
仅 湖 心 岛 西 侧 ，就 营 造 了 近
1500 平方米的滩涂。”

不仅如此，经过 9 年的湿地
修复与保护建设，湿地生态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在为市民游
客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同时，
湿地内丰富的鱼虾及昆虫等生
物资源，成功吸引了大批野生
鸟类在此定居或停歇。

谢惠强告诉记者，据不完
全统计，如今仅鸟岛上就已有
十余个在建的鸟巢。待明年开
春，海珠湿地将迎来大批雏鸟，
为羊城再添生机。

增城新塘瓜岭村：

立足岭南水乡特色
打造特色精品名村基层

乡村治理

看
清溪流淌、瓜棚处

处、花果飘香。这是
走在增城区新塘镇瓜
岭村的第一感受。在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镇名单中，瓜
岭村赫然上榜。此
外，在今年年初，瓜岭
村还被评为第二批广
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
村。新塘镇瓜岭村究
竟凭什么当上示范
村？跟着记者一起来
看看吧！

区区区区
街街街街

瓜岭村位于增城区新塘镇东北
部，是广东省著名侨乡，距今已有500
多年的历史，拥有水上清代建筑民居
群。辖区总面积928.8 亩，下辖4个合
作社，330 多户，户籍人口 793 人。
2020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200 万元，人
均年收入达到36078元。

近年来，该村大力优化农村人居
环境，并依托自身独特的区位和景观
资源条件，规划打造具有岭南浓郁原
乡特质和乡村文化休闲产业特色的岭
南精品名村。

村内有远近闻名的碉楼宁远楼，还
有清代公祠、古旧民居和门楼。在巷道
中漫步，边走边欣赏古居、老树，一路曲
径通幽、绵延悠长，有一种令人重回旧
岁月的感觉。自推广特色旅游以来，每
到节假日，就有不少游客一家大小来这
里休闲度假，从而也增加了村民的收
入。瓜岭村配合祠堂文化、碉楼文化以
及中国传统村落等文化名片，进一步提
升瓜岭生态旅游和文化游的文化品位，
从而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推进。

新塘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
年来，瓜岭村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农
村基层组织体系建设。落实三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区委书记当好“一线总指
挥”，及时研究解决“三农”重大问题；
乡镇党委书记发挥好关键作用，集中
精力抓重点工作、重点任务落实；村党
组织书记立足本村实际，积极主动开
展工作，推动各项措施落地。

与此同时，瓜岭村还构建党领导
下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合一”的现代
治理体系。结合本村实际制定村规民
约，村两委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
度，村民参与积极性更高，并且成立了
村务监督委员会。自议事厅建成以
来，瓜岭村凡涉及村务、财务的重要事
项，经村党支部研究讨论后，提交村民
代表会议进行商议和表决。党领导下
的基层民主优势在瓜岭村得到了有效
发挥。瓜岭村还试点推行积分制管理
工作，以村民积分为基础，催生民主自
治动力，提升民主管理水平，构建全民
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三治合一”构建现代治理体系

与社区矫正“零距离”接触

多方力量集结
帮扶社矫对象回归社会

每一个古村落，都是一个传奇，它
们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人文
生态。瓜岭村作为一个有500年历史
的水上清代建筑民居群，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以“五大美丽”为抓手，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固基础，营造美
丽家园，打造古德美丽农创田园，净化雅
瑶河及村池塘，建设瓜岭智汇园，构建滨
河生态公园廊道，令瓜岭村的村民在特
色旅游平台上获得更大的资源。

如今，瓜岭村正走出一条独特的
乡村振兴之路。古碉楼文化，单车绿
道，绿树成荫，田园综合体建设以及优
美的生态环境，正带动着一位又一位
村民奔向新生活。

瓜岭村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开发的
方式引入生态文旅项目，将瓜岭村划
分为精品度假酒店及农家康养度假小

院、宜居宜业的主题创意创业聚落、精
品民宿系列及原村落街区、休闲体验
农业园四大主题功能区，打造以休闲
旅游为依托，集休闲观光、文化体验、
科普教育、特色美食及亲子娱乐功能
于一体的“亲自然乐园”综合型田园综
合体项目。

与此同时，立足丝苗米种植之乡，
建立百亩丝苗米种植基地，并在瓜岭
驿站成立了粤字号农产品展示点，促
进瓜岭村向“现代农业、美丽田园”方
向发展。

新塘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瓜岭村将继续以“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为目标，通过产业兴
旺推动生态宜居，实
现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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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特色 把美转换成生产力

小小生命，在大自然的
生长中经历分枝的痛
苦后，又多了一个生命

的继续。所以一切都会过去，向新
的生长。”

“卷柏遇到恶劣环境时会蜷缩
自己，保护自己，待到适应环境时，
再继续向阳而生。就像我们遇到挫
折时，我们会冷静思考，待困难过
去，再继续生活。”

……
这是广州越秀区社区矫正中心

里，正在进行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
留在一个白板上的小纸条。通过
“园艺矫治”项目，结合“身心社灵”
个性化矫正模式等多种矫治措施，
一批社区矫正对象正在有序地接受
日常监管教育。

到底什么是社区矫正？这项刑
事执行工作当前面临着哪些挑战？
近日，记者随着广州市越秀区社区
矫正中心举行的“开放日”活动，与
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及社会公
众代表一起，走近社区矫正中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社区矫正作为新生事
物，必然面临着挑战与困
难。据了解，根据法律规
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是
能 以 自 己 的 名 义 行 使 职
权、能独立对外承担法律
责任的，负责对判处管治、
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
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
犯罪具体实施社区矫正的
执 行 机 关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广
东当前并没有自上而下地
依法设置社区矫正机构。
工作人员指出，长期由司
法行政机构代行社区矫正
机构职责，不利于社区矫
正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也 不 利 于 社 区 矫 正 刑
事执行监督工作。

此外，社区矫正
是一项教育矫正人
的工作，它需要工作
人 员 必 须 具 备 法
律、教育、社会、心
理、医学等方面的
知识，对人才素质
和数量都提出了一
定的要求。

记者还了解到，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
革的进一步深入、国家

“少捕慎诉讼慎押”刑事
政策的贯彻落实，适用于
社区矫正的罪犯将越来越
多，社区矫正工作的压力也
将逐步增大。

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相
关部门也面临着信息不流
畅等问题。越秀区司法局
工作人员许明告诉记者，相
关部门正在大力推进“智慧
矫正”的建设，未来将有
望打通“信息孤岛”，通过
网上审批、网上办案
等信息化手段，为
基 层 工 作 提
质增效。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
犯放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
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
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
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
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
非监禁刑事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是完善刑罚执行、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一项重要制度。2004年,中央深化司
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相关文件

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中央司法
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范围。2019
年 6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对首次提请审议的社
区矫正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同年
12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
称《社区矫正法》）。这是我国第一部
全面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

法律制定了，还要看实际落地效

果。记者从广州越秀区司法局了解
到，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年 11 月 30
日，越秀区共列管社区矫正对象 559
人。其中，已解除、终止矫正314人，
目前在册 231 人。据广州市越秀区
司法局四级调研员陈元雄介绍，此
间社区矫正对象未出现履职不当导
致的脱管、漏管、虚管现象，未发生
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事件，“2021
年，我区辖内的矫正对象重新犯罪
率为0。”

如何做到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
率维持在0？这得益于相关部门多措
并举，在大力推进社区矫正权责清单
制度建设的同时，不断创新教育矫治
的模式。

2020年 7月，越秀区在广东省率
先出台了《越秀区社区矫正审批权责
清单（试行）》《越秀区司法社工权责
清单》和《越秀区社区矫正机构依法
通报事项清单》。这几份清单的出
台，明晰了各主体工作责任、办事时
限、责任人员及裁量权边界，让相关
人员在执行时，权责分明，有规可依。

记者在越秀区社区矫正中心了
解到，社区矫正对象应当在适用社区
矫正的判决、决定生效后10日内，前
往社区矫正中心办理报到登记手续，
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完成上述手续

后，社矫对象就会回到居住社区，
接受司法所的日常监管教

育。在日常监管中，社
区矫正对象需要

遵 守 报 告 、
会 客 、

外出、迁居、保外就医等监督管理规
定，服从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的管
理。他们每周要进行电话报告，每月
要前往司法所当面报告并提交思想
汇报，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广州市，接
受实地查访和信息化核查等等。根
据有关规定，出现包含“无正当理由，
未经批准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等五
种情形在内的社区矫正对象，还需要
佩戴电子手环，以加强监管。

社区矫正是涉及多方面的综合
工作。越秀区充分整合了社区矫正
中心、司法所、社工机构和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等多方资源，结
合心理教育等，定期对社区矫正对象
开展集中教育和个案矫治。

当前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为判
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决定
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他们当中有
些人，要接受自己从普通人到社矫对
象这一身份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据越秀区司法局工作人员黄莉
介绍，越秀区打造了全国首个社区矫
正园艺矫治项目，为心理状态失衡、社
会融入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园艺
矫治服务。借助植物、土壤、水等自然

元素，在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方

法介入下，给予社区矫正对象新的焦
点，从中寻找合适的生活方式。

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园艺刺激社
区矫正对象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和味觉产生的特殊反应，借由对人体
的适当激活，达到疗愈的目的。“通过
园艺矫治帮助社区矫正对象提升舒
适感、愉悦感、自我效能感和融入感
等。”在场的社会工作者介绍。

园艺治疗只是多种矫正方式中
的一种。据介绍，越秀区还积极组织
社区矫正对象参加义剪义卖、送餐送
药等公益性和补偿性突出的服务活
动，培育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记者
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
仅越秀区就有42名社区矫正对
象主动向武汉、黄冈等抗疫
一线捐款达 84018 元，
捐 物 总 价 值 超 过
33.5 万元，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
积 极 回 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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