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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报道：为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
社会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良
好社会环境，1 月 10 日，在广州市
信用办的支持指导下，越秀区信用
办、区市场监管局、区税务局、农林
街党工委、农林街道办事处等单
位，在农林街道东山锦轩广场联合
举办诚信文化宣传周启动仪式，同
时启动全市首个诚信示范街区（农
林街）建设。

今年的诚信文化宣传周活动以
“古‘越’今‘秀’，‘信’领未来”为主
题，主办方表示，本届主题寓意着对
诚信文化的历史传承，更是对新时
代信用应用的美好展望。

启动仪式上，农林街道向广大市
民朋友发出“诚实守信，从我做起”倡
议，呼吁广大街坊朋友们树立诚实守
信观念、规范诚实守信行为、坚守诚
实守信信念、弘扬诚实守信精神，共
创诚信示范街区；7家企业代表带头
承诺诚信守法经营，共同维护公平竞
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近百位街
坊朋友纷纷签署居民诚信公约。农
林街道商会会长肖汉荣表示，目前已
成立了商会投诉委员会，解决诚信体

系出现的问题，以规范市场秩序。“接
下来主要有两个项目，一个是315我
们与省打假协会合作，9月份有个质
量月，向大家推广宣传，把农林街的
诚信体系建设好。”

据越秀区信用办介绍，自 2019
年起，越秀区已连续三年组织开展诚
信文化宣传周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
积极响应和广泛赞誉，打造形成了越
秀区信用建设新的品牌名片。当前，
越秀区将健全事前诚信教育体系作
为开展省信用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改革试点的重点任务之一，广泛开
展诚信教育进商务楼宇、园区、协会、
社区、校园活动，采用“线上+线下”模
式进行培训宣讲，组织“诚信示范楼
宇”“诚信示范企业”评选，在重点楼
宇、孵化器打造诚信教育讲堂、布局
信用管家驿站。据介绍，越秀区以信
用便企惠民、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开发全市首个综合信用服
务平台—“信用越秀”小程序，打造商
务楼宇“信用走廊”、北京路诚信商
圈、“信用+供电用电”等信用创新应
用场景，切实以信用破解群众难题，
让群众充分感知无形信用带来的有
形红利。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通
讯员荔宣摄影报道：增埗河河泥由
黑变浅，再变白，河里常见成群的
小鱼游弋，偶有飞舞的白鹭入河觅
食，岸上绿化更好了；王圣堂涌上
游初步建成涌边截污管，河床黑臭
也渐渐退去，水清、澡绿、鱼游、鸟
憩，自然生态重现……1月 11 日，
记者获悉，经过近年来的治水行

动，广州西村
街辖内主要水
体增埗河、王
圣堂涌“大变

样”，不仅环境变美
了，还渐渐成了动植
物的乐园。

增埗河属于荔
湾区和白云区分界
河，西村街属段位于
白云区石井河、新市
涌及王圣堂涌三条
河涌的下游，约长

1970米，沿岸堤围和绿化面积3万
多平方米。王圣堂涌管辖范围是
从王圣堂涌水闸至汇入增埗河处，
长度为143米。

近年来，王圣堂涌通过开挖修
建河堤、翻晒河床淤泥、种植河岸
绿化，从原来的烂地臭涌“变身”
为如今清水绿岸。西村街还广泛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河涌治理和管
护。2021 年，有企业捐资 100 万
元用于整饰美化王圣堂涌周边环
境，包括种植树木、花草，在河床
布设鹅卵石等。

此外，西村街建设河长制宣传
基地。该基地占地约 400 平方
米，分布有民间河长办公室、活动
小广场以及宣传栏等，承载了街
道民间河长的办公、河长制活动
的举办、河长制信息的宣传等多
项功能与作用。据统计，去年，西
村街在河长 App 上报办理问题
55个，办结率100%。

越秀农林街启动建设
全市首个诚信示范街区

烂地臭涌变身清水绿岸
增埗河王圣堂涌环境靓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通讯
员成广聚、陈小龙报道：旧时广州，常
有小贩沿街大喊“收买烂嘢”，引每家
每户将各种可回收物卖给小贩换取
小钱。如今倡导垃圾分类，广州继续
倡导“能卖拿去卖”。越秀区城管部
门日前通报，该区采取“政府主导+市
场化运作”，引入第三方企业参与，创
新建立“居民分类投放+环卫工人分
类收集+车队免费运输+企业定期收
购”的回收处理模式，所获款项有效
补贴基层环卫部门支出。

广州市越秀区的低值可回收物
回收策略，主要围绕废玻璃、废木
材、旧纺织物等物品实施。针对废
玻璃的回收，越秀区全区设置了21
个废弃玻璃便民回收板房，由环卫
工人负责守点，每天定时两小时开
放回收，玻璃回收价格以废玻璃种
类不同区分，并根据市场波动调整
价格，玻璃集中回收后统一由专车
运送到废弃玻璃处理中心。针对
废木材的回收，该区则设置了大件

垃圾收集点和废木材回收点，由环
卫工人提前对大件杂物进行拆解
后，统一由区城管部门车队运送到
企业，按略高于市场价格计量收
购。针对旧纺织物的回收，该区设
置 400 个旧物智能回收箱、23个便
民回收站、204个资源回收中转站，
由环卫工人将旧纺织物分类收集
到回收点，同样统一由城管部门车
队收运至处理企业，按略高于市场
价格计量收购。

据统计，2014年 5月至今，越秀
区低值可回收物回收量年均破万
吨，其中，回收再利用废玻璃年均
3500 吨、废木材年均 7500 吨、废纺
织物年均300吨。市民通过各回收
点出售低值可回收物，可即场获得
补贴。基层环卫部门将收集到的低
值可回收物转卖给各处理企业，从
2014年 5月至今，越秀区18个街道
的环卫站合共年均增收近 300 万
元，增收收益全数补贴至依托街道
环卫站开展的各项环卫工作当中。

“能卖拿去卖”！

越秀环卫站“收买烂嘢”
年均增收近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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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行花街”继续以
线上为主线下为辅
文/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李焕坤 图/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通过直播带货带动销售

“刚在直播时，有客户看中了我们桔场
最大的一棵年桔，800 多元。我等下拍个
照给他，他满意就马上付钱。”聊起刚刚结
束的直播带货，番禺区都那村锦彪桔场老
板何小姐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在广州过春节，每家每户都会摆放一盆
年桔，寓意“大吉大利”的好兆头。位于番禺
区的都那村是广州著名的年桔种植村，有着

“年桔文化之乡”的美誉。记者11日来到都那
村，一条500米长的年桔大道从村口直通年桔
生产基地，成片金灿灿的年桔映入眼帘。

“今年的年桔长势好，树形端正，分布
均匀，果子较大，果色呈现金黄或朱砂红
色。”何小姐笑着告诉记者，通过提前与老
客户沟通、线上直播等途径，今年她所拥有
的桔场 90%的年桔都已被预订或销售，“今
年的年桔价格比前两年有提高，比如去年
50cm 直径花盆的年桔，我们卖 120-130
元，但今年我们可以卖到 160-170 元。”

“今年是一个年桔丰收年，听我们桔农
反馈，目前大部分订购率达到 70%以上。”
都那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宇炳告诉
记者，从去年开始，都那村桔农试水直播带
货，“通过线上直播，销售量直线上升，也让
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都那村‘年桔文化之
乡’的品牌。所以今年我们继续搞直播带
货，我们对今年的年桔销售充满信心。”

店铺摆起琳琅满目的年宵花

寓意吉祥发财的“年桔”、幸福美满的
“蝴蝶兰”、鸿运当头的“红掌”……春节临
近，走进位于荔湾区的广州花卉博览园（以
下 简 称“ 广 州 花 博 园 ”），不少店铺已摆起
琳琅满目的年宵花。据悉，今年广州花博
园年宵花市将于 1 月 18 日开锣，届时将有
约百家花档售卖年宵花。

广州花博园是国家级农业产业龙头企
业，面积超 4000 亩，是承载广州“千年花
城”底蕴的花卉展贸集散地。园内花博大
道两侧，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花档，八成以销
售兰花为主。

在华强园艺花档内，负责人邓伟强正向
前来选花的市民推介特色兰花。“今年‘中国
红’和‘藏宝图’是我们的特色花种。”邓伟强
介绍，“中国红”是传统兰花品种，颜色浓郁，
在阳光照耀下，花瓣甚至呈现绒面质感。但
因为成活率只有七成，近两年来花农种植
少，拿货难，“去年有客人希望我们能进‘中
国红’，于是我们特地委托花农去种植。”

记者还走访了杜鹃花档、年桔档等。
杜鹃花档工作人员陈建鸿介绍，今年是第
一年来广州花博园摆摊，预计销售高峰会
在春节前一周出现。年桔档工作人员乔进
霞介绍，今年年桔丰收、果实饱满，种植场
80%的年桔已经售完。

市民欧女士昨天特意从黄埔区过来买
年花，她表示今年年宵花品种多、开得好
看，但价格比以往略高。记者从花博园管

理方了解到，今年花博园的年宵花卉
受人工成本、气候等因素影响，

整 体 年 宵 花 的 价 格 约 有
10%的涨幅。

7日，白云区“云上花市”开市；8日，荔湾
区迎春花展举行；11日，番禺区“线上花市”响
锣……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广州多区陆续
启动2022年迎春花市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下，今年广州多区参照 2021 年春节的做
法，按照“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原则，积极
筹办线上花市，通过微信小程序、直播带货
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购花赏花的需求，同时
为广大花农和商户搭建线上销售平台。

各区花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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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画虎不成反类犬”
竟和羊城花市有关？

今年广州花市活动已经陆续有嚟。正所谓“行过
花街先过年”，每年春节前夕,广州都有行花街、赏年
花、买年花嘅民俗。鉴古知今，“行花街”年俗从何而
嚟？广州除夕花街嘅“鼻祖”喺边个？本期《粤讲粤有
古》带你去了解一下。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谭铮

1 月 8 日至 10 日，2022 年
荔湾区迎春花展在广东东西
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举
行，标志着荔湾区春节鲜花
销售正式开始。

在该花展中，来自佛山、
韶关、中山、阳江、湛江、云浮
等地市的数十家花卉产业园
集中展销水仙、多肉、百合、
桃花、兰花、年桔等多种花卉
精品。记者了解到，目前该
迎春花展已落幕，但周边很
多花档有年花可买。

记者从荔湾区有关部门

获悉，今年荔湾区将按照上
级精神，按“线上为主，线下
为辅”的原则，做好 2022 年春
节鲜花售卖组织管理工作，
各个街道按需求设点位，减
少人员聚集。

此外，目前荔湾区内的
传统大型花市——岭南
花卉市场各类年宵花开
始 进 入 销 售 旺 季 ，广
州花卉博览园则计划
于 1 月 18 日启动年宵
花市。

（李焕坤）

荔湾区 各个街道按需求设点位

1 月 7 日，白云区第二届
“云上花市”开市，同时白云农
荟 BuyU 小程序上线，旨在打
造永不落幕的“云上花市”。

据悉，为破解花卉种植户
的销售困境，白云区在全省率
先试水“云上花市”，邀请市民
街坊云上逛花街、买年花。为
解决线上销售运输难题，今
年，白云区农业农村局提前组
织花企花农对接 5 家大型物
流公司，研讨花卉运输物流问
题，并根据花卉特色设计专门
的包装，如采用单株打包发
货，经销商当地组装的方式，
进 一 步 破 解 包 装 和 配 送 难

题。此外，开设云端花
卉运输保险，为花农线
上销售保驾护航。

记者走访位于钟落潭镇
的多家花卉种植基地，了解花
卉种植情况和销售情况。据
广州金多利园艺种植有限公
司负责人黄永强介绍，“去年
种植一品红 2 万盆，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量还不
错。今年一共有一品红 3 万
盆，其中一成已售出。”他表
示，目前该产品已上线“白云
农荟 BuyU”，市民群众可进行
在线购买。

（符畅）

白云区 打造不落幕的“云上花市”

今年黄埔“云上花市”小
程 序 将 继 续 打 响“ 幸 福 ”主
题，营造黄埔区“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区”的宜居宜业氛围，
计划开放时间为 1 月 20 日至
2月1日。

据介绍，小程序包含智慧
造福中心、福袋领取中心、花
市观景台（含交通指南）及云
上花市商城四大互动入口，实
现线上线下多功能交互，使市
民感受屏幕上的浓浓年味。

其中，在互动区花市观景
台，市民将可观看线下花市

VR 全景，依托交通指南一键
导航，提速实现出行期待，可
足不出户掌上关注、欣赏新春
靓花。

“云上花市”小程序将直
通花农花商，市民通过线上
商城直接采购年花到家，并
新增“团购”模式，多人拼团
可享优惠，实现市民买花与
花农卖花“双享双赢”，满足
在后疫情时代减少接触的防
控要求下，市民参与民俗活
动、购花过年的节日需求。

（侯梦菲）

黄埔区 “云上花市”1月20日开放

1月11日上午，“虎虎生
威‘桔’祥如意”——番禺区
2022年线上花市上线活动在
都那村启动。在活动上，“番
禺线上花市”微信小程序正式
上线，为广大花农和商户搭建
线上销售平台。

记者了解到，今年，根据
“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花
市筹办原则，番禺区实施一个
线上花市以及若干个镇街鲜
花年桔售卖点的模式，组织春
节鲜花年桔售卖工作。

此次活动邀请了石壁街
的“花姐”巾帼志愿服务队，
通过直播向大家介绍都那村

“年桔文化之乡”的由来和讲
解年桔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直播
推出的“番禺线上花市”小程
序由番禺区着力打造，旨在为
广大花农和商户搭建线上销
售平台，打开线上销路，助力
番禺花卉走出去。市民只需
要在微信上搜索“番禺线上花
市”，便可进入该小程序。上
线时间为1月11日至1月31日。

据悉，“番禺线上花市”小
程序将上线番禺区线上花市
地图。在花市地图中，全区
100多个桔场、花场、摆卖点按
镇街分门别类地列好，市民动
动手指便可获知相关信息，并
能一键导航到距离最近的购
花点，购买心仪的年花年桔。

（罗仕）

番禺区 将上线线上花市地图

▲广州花博园
内，市民提前采购
年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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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广州花市活动已徐徐开启。
正所谓“行过花街先过年”，每年春节前
夕,广州都有逛花街、赏年花、买年花的
民俗。鉴古知今，“行花街”年俗从何而
来？广州最早的一条除夕花街在哪里？
本期《粤讲粤有古》带你去了解一下。

广州的花市，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
候呢？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陆贾作为
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辩士，两度出使
南越国。他到了当时南越治所在（今广州
境内），已经是百花生长之地。而且移植
了来自西域的具有特殊芳香气味的素馨
花、茉莉花，当时广州妇女已经懂得用“彩
线穿花心，以为首饰”。由于人们爱花和
栽花，于是出现专门买卖花的市场，称为

“花市”。
广州的花都来自哪里？一方面，随着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兴起，大量异域花
卉漂洋过海来到广州。唐代诗人张籍在
《送侯判官赴广州从军》中就写道：“海花
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

另一方面，广州自汉代开始就形成种
花产业，四郊都有花田供应花卉。当时，
河南（如今的海珠区）有庄头村种植素馨
花。清代《广东图说》记载：“河南堡有庄
头花市，为南汉花田故址。”此外，芳村花
地从隋唐开始，也大面积种植花卉，在广
州东郊远至萝岗，靠种花养家的人，亦为
数不少。清代学者屈大均说：“自小坑、
火村至罗岗，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

凭借天时地利，鲜花深入广州人生活
方方面面，为花市的形成创造良好条件。
据了解，一开始，花市为常年开设。除了
种花人家门前卖花，成行成市，明代时在

广州府城的七个城门，即东门、小北门、
大北门、西门、归德门、大南门、定海门都
设有经常性的花市。

而广州的除夕花街历史至少可以追
溯至清代。清代《粤游小志》有记：“每
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
仙花成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
几，以娱岁华。”双门底在哪里？其实就
是如今北京路的一段。当时双门底除
夕花街从年廿四一直开到除夕，足足开
六天。双门底上街主卖吊钟和桃花，下
街主卖水仙。

说起双门底，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俗
语“画虎不成反类犬”？这句俗语与双门
底花市一件趣事有关。话说某年除夕，双
门底花街正旺，画档前挂起不少作品。忽
然，有个小孩说：“哗！这只猫好大，爸爸
买给我玩……”话音未落，周边群众已经
大笑，正提笔画画的档主更是脸如猪肝。
原来，小孩指着的那幅画画题是《老虎》，
但由于图中的老虎毫无气势，加上其脚下
的草丛画得如屋脊，致使小孩以为画的是
瓦面上的猫，开口便要买猫。档主觉得无
地自容，立即收档而去。由此，广州市井
中流传起一句歇后语：双门底卖猫——丢
架（丢脸），这句歇后语的意思类似“画虎
不成反类犬”。

数百年来，春节前夕“行花街”成为了
广州人必不可少的年俗。随着时代的发
展，这项传统变得更固定和规范化。2021
年，“春节（行花街）”这项年俗更是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它已
是广府地区春节前夕规模最大的一项民俗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