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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上午，悠扬的
民族乐声在广州地铁陈家祠
站响起，五位广东民族乐团
演奏家用高胡、扬琴、秦琴、
椰胡、竹笛五件乐器，演奏了
《平湖秋月》《雨打芭蕉》等大
家耳熟能详的乐曲，引得不
少乘客驻足倾听。

这是广东民乐进地铁的
首场演出活动，标志着广州
地铁 2022 年“文化地铁 精彩
旅程”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
幕。今年，广州地铁将持续
打造“地下文化长廊”，推出
至少 6 场文化活动、6 项文化
展览和一系列文化产品，做
到“地铁线上月月有文化活
动”，让乘客领略贯穿全年的
文化盛宴。

其 中 ，6 场 文 化 活 动 包
括：与广东民族乐团、广州交
响乐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等
携手开展“乐享全程”音乐文
化活动，将精品音乐带进地

铁、城际和有轨；春节前后在
车站开展挥春及民俗文化产
品惠民迎春活动；元宵节在
广清城际花都站上演汉服及
团扇传统文化展示及猜灯谜
活动；不定期开展非遗文化
进地铁系列活动；在世界读
书日、南国书香节前后，打造

“书香全程”阅读文化活动；
开展地铁马拉松活动，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

6 场 文 化 展 览 包 括 ：推
出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 次 全
国代表大会精神主题宣传；
在 广 州 塔 站 与 广 东 省 博 物
馆 合 作 打 造 中 国 传 统 年 俗
文化主题站；开展生态文明
建设、历史文化公益主题宣
传 ；在“ 五 四 ”青 年 节 前 后
打 造 建 团 100 周 年 主 题 列
车；举办广州美术学院毕业
季地铁专场展览；在城际线
路 推 出 红 色 经 典 倾 听 主 题
列车。

“渴了来这里喝口茶，累
了在这里歇歇脚，手机没电了
还可以在这里充电，这个驿站

设得真好！”快递员朱先生说。
近日，首个“从化小蜂驿站”在江埔

街海塱商圈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城
市中默默奉献的户外劳动者栖息停靠
的便民暖心港。

USB 充电插座、WiFi、空调、微波
炉、卫生间……“从化小蜂驿站”配套设
施齐全。同时，这里还提供免费的饮用
水，且24小时对外开放，确保户外工作
者“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凉、冷了能取
暖、累了能休息”。

据悉，海塱商圈人流密集，餐饮店、
快递从业点众多，快递小哥、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来往频繁。为了让这些

在城市中穿梭的一线劳动者拥有歇脚
地，江埔街经过充分考量，把位于海塱
西街的美宜佳便利店打造成为“从化小
蜂驿站”，通过整合该店铺原有资源，同
时增设“小哥专座”、红色书吧等，以创
新探索“便利店+便民服务站”的模式。

驿站不仅是户外工作者的“歇脚
处”，更是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
要阵地。江埔街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

“从化小蜂驿站”平台，有利于引导快递
员、外卖骑手等职业群体，以政策宣传、
志愿服务、直报线索等方式参与社会治
理，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流动网格员”

“平安巡查员”和“文明宣传员”。
接下来，从化区将因地制宜建设

“小蜂驿站”，让更多勤劳的城市“小蜜
蜂”充分感受到温暖。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实习生温
泽广报道：1 月 18 日，广州市白云区创
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区全民共建
启动仪式，在白云区护苗乐园·三元里
街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基地举行。当
天，广东首个未成年人保护协会——
广州市白云区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宣告
成立。

据悉，白云区护苗乐园·三元里街
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基地是白云区高标
准高质量打造的综合性未成年人保护基
地，以沉浸式、体验式为特色，通过法治、
安全、环保、心理健康等宣传教育，志愿
者常驻提供法律、心理等“一站式”援助，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其中，

“法治护航区”精选部分全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细则，向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

“智取安全岛区”引入交通安全标识、消
防小课堂、结绳训练自救等内容，让未成
年人在游戏中学习安全、自救知识。

当天，白云区未成年人保护协会
正式成立，这也是广东首个未成年人
保护协会。记者了解到，该协会正积
极探索在白云区慈善会下设未成年人
保护基金，努力搭建社会各方参与未
成年人保护的平台。同时，活动还为
未成年人保护志愿者服务队——青苗
护卫队授旗，下一步，青苗护卫队将充

分发挥社区网格化力量，发动更多志
愿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白云区副区长陈永俊表示，白云
区是全市人口最多，同时也是“最青
春”的区，其中常住未成年人达 54.4 万
人，占全区常住人口 14.5%。白云区正
打造镇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特色项
目，形成“一镇街一品牌”。目前，三元
里街整合资源，打造了全国未成年人
保护基地；金沙街打造区级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区家风家训主题公园
的示范路线；江高镇组建了白云区第
一支“巾帼护苗志愿服务队”，全镇
100%村居建成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场
所；鹤龙街针对未成年人群体分类，推
出了“呵护青春”联动计划、“驰骋梦想
发展计划”、“共享·爱”和谐家庭发展
计划、“关爱女童·护苗成长”计划，全
方位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石井街
建立了有队伍、有机制、有载体、有特
色的“四有”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同时，白云区还将开展“冠军课
堂”“名人讲坛”以及“白云有爱·守护
未来”最安全校园大赛、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定向挑战赛、最美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者评选等系列活动，打造“守护
未来·云你同行”白云区未成年人保护
宣传品牌。

未成年人占比达14.5%

广州“最青春”的区成立
全省首个未成年人保护协会

户外劳动者有了暖心歇脚处
从化首个“小蜂驿站”在江埔街海塱商圈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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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春、灯笼、利是封；海味、盆菜，
利是糖……春节将至，一德路成为广州
年味最浓的地方之一。一德路作为马
路的历史始于 1920 年，经过上百年的
发展，这里已汇聚超过10个专业市场，
印刷品、玩具、海味、零食应有尽有，是
老广买年货的首选地。本期《粤讲粤
有古》带你了解一德路的前世今生。

其实早在 1920 年前，商业基因已
经植入一德路。1565 年，明嘉靖年间，
广州修建外城。今天的一德路是当时
的新城南墙。新城八个城门中，今天
的一德路地段有“五仙门”“靖海门”，
城外就是珠江。当时货运主要依赖水
路，所以在沿江一带就出现了商品集
散地。广州人习惯把商品集散地称作

“栏口”，一德路所在地段逐渐形成果
栏、菜栏、咸鱼栏，是农副产品集散地。

1920 年，广州拆除城墙，开辟一德
路，并在新辟的道路边建骑楼作为商
铺，吸引农副产品商家的进驻。同时，
由于中国最早的西医院博济医院位于
一德路附近的仁济路，一德路也逐渐
吸引了一批中成药、参茸企业。

1988 年，越秀区建成一德路综合
市场和交易市场，引入路段占道经营的

个体户，成为经营咸鱼、海味、南北干
菜、咸杂副食品的大型个体集市，开展
批发业务。2000年后，一德路上还出现
了大型高档海味批发商厦。此外，一德
路还有玩具礼品专业市场、进口食品集
散点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德路还反映了广
州在鸦片战争期间反侵略斗争的努
力。一德路得名于位于附近的一德社
学原址。什么是社学呢？社学，最初
是乡中公众出资请教师教导乡间子弟
的地方，相当于最基层的学校，始建于
明代，一德社学便建于明代嘉靖年
间。到了清代，除了教书育人，社学还
成为防贼、赈灾的团体。鸦片战争期
间，一德社学更成为组织群众进行反
侵略斗争的民间机构。话说，第二次
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军进攻广州，炮轰
一德社学附近的靖海门，参将凌芳率
兵奋力抵抗，一德社学组织民众支
持。咸丰八年初，英法联军进城，对广
州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但是，广州人
民没有屈服，一德社学组织团练进行
武装反侵略斗争。后来1920年开马路
时，一德社学原址附近的马路便被命名
为一德路，以纪念民不可侮。

过年啦，广州这条最“红”的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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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春、灯笼、利是封；海味、盆菜，利是糖……就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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咗超过10个专业市场，印刷品、玩具、海味、零食应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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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德路嘅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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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还没到就有花企完成任务

虎年春节的脚步近了，街头巷尾的年
味浓了，花卉市场的年宵花也越来越俏
了。今年广州继续按照“线上为主，线下
为辅”的原则，积极筹办线上花市。目前
全市多区将花市搬至“云端”，市民街坊
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心仪的年花、年货。
线上花市同时为广大花农和商户扩宽了
销售平台，有花企表示距离过年还有十
余天，其主打花卉就已经全部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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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线上“行花街”？近日，记者
登录白云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
区的线上购花平台进行沉浸式体验。

白云区上线“白云农荟BuyU”小程
序，记者体验发现，该小程序首页就是

“云上花市大卖场”的导航，点击进入
后，可以直接选购蝴蝶兰盆花、菊花、罗
汉松盆景等热销年花。选定商品进入
详情页面，可以看到该花卉的照片或视
频，也可一键拨打电话与卖家联系，非
常方便。

花都区推出“花芝源”云上花市公
益服务平台，在“商品分类”栏目中，既
可以按照商品的类别如大盆栽、小盆
景、水培等进行选购，也可以进入精选
店铺，浏览和选购该店铺内的所有年
花、年货；在商品列表中，可选择按照销
量或者价格进行排序；点击商品详情页
面后，可看到快递是否免运费，目前该
商品的销量及库存，同时可在线与客服

进行对话。另外，该平台还开设了“人
气年宵花 限时折扣”“精品高端展区
全场包邮”等专题页面，勾起消费者的
购物欲望。

番禺区线上花市设有“花市地图”
“年货专区”“景区景点专区”“消费帮
扶专区”“疫情防控专区”和“番禺美食
专区”，市民街坊在线上观花的同时，
也能进一步了解番禺区的历史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花市地图”页面，可
清晰地从地图上看到各个街道花场的
具体位置，同时可点击查看该花场联
系人的电话，也可以导航至该花场，还
能看到其经营花卉的图片、价格等。

南沙区“云上花市”活动依托“优
品南沙”电商平台开展，该平台推出了
南沙花市地图栏目，点击地图上的对应
镇街名称，可以看到各个镇街今年花场
的最新情况介绍和联系方式，方便街坊
到最近的地点挑选年花。

体验 线上“行花街”一键下单

部分花市亮点

在广州，有买桃花行桃花运之传统，广州市面上销售
的桃花有七成以上产自白云区均禾街石马村。18日，记
者来到石马村。

“目前，传统桃花已售出五六千株，盆桃也售出200
多株。另外，今年新培育的矮脚桃花盆栽大受欢迎，已
售出5万多株，基本售空。”石马桃花专业合作社监事黎
少荣说。

据悉，今年白云区继续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推动年宵花销售。记者从白云区农业农村局获悉，截
至1月14日，白云区年宵花销售总量已超过百万盆/株，
销售率为52.93%，销售额达1645.6万元。

“我们基地今年主打的年宵花是玫瑰海棠，共种植3
万盆，在云上花市的大力宣传下，距离过年还有十多天，
就已经全部售完了。”广州迎峰连心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绍平说。

位于荔湾区五眼桥村的岭南花卉市场，是全国60%
观叶植物、30%鲜切花交易集散地，也是老广买年花的首
选地之一。去年起，岭南花卉市场启动线上交易平台“易
批花”小程序，截至目前已有100余家商户入驻。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岭南花卉市场线上交易平台
已上线年花品种约1000种，涉及鲜切花、福桶银柳、各种
盆栽等等。截至 1月 17日，已完成 200多万元营业额。

“为了方便街坊购买年花，平台推出‘0元起送，0元包邮’
优惠政策，今天下单，明天到货，目前来看运力没有问题，
时效保持正常水平。”岭南花卉市场有关负责人说。

走访

白云年宵花销售率已超50%

今年，天河区将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2022 年春节鲜花售卖。一方面，积极打
造“云上花市”，与阿里巴巴“饿了么”平
台共同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拓宽销售渠

道。目前，天河区已有 200 多
家花商进驻“饿了

么 ”平

台。同时，计划在高德地图显示天河区
线下春节鲜花售卖点的地址，让街坊可
以“一键导航”购花。

另 一 方 面 ，为 方 便 市 民 近 距 离 赏
花、购花，按照“分散为主，集中为辅”的
原则，天河区将在各街道就近设置春节
鲜花临时售卖点。1 月 22 日-31 日，天
河区计划设置 31 个鲜花售卖点、200 多

个档口，覆盖辖内 21 条街道。
（鄢敏）

从化区 兼顾大众化和高品位需求天河区 线下设置31个鲜花售卖点

1 月 17 日，2022 年广州（流溪）线上迎春花市在从化区
启动。据广州流溪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定怡
介绍，花卉分别以单盆（株）和组盆两种形式进行销售。前
者涵盖 16 大品类、130 多个品种、超过 200 万盆，采取薄利
多销的销售策略，主要面向大众化消费者，也适合具有
一定花卉种养能力、插花组盆能力的消费者。而
艺术组盆由特聘花艺创意大师对花卉进
行艺术组盘，以“花卉艺术品”的形
式满足市民装点家居的高品位
艺术需求。
（张豪）

民乐音乐会
开在地铁站

文化地铁系列活动今年继续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通讯员 刘昱

广东民乐进地铁的首场演出活动现场

身边故事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半辈子浸淫翰墨半辈子浸淫翰墨
十余载十余载挥毫挥毫送福送福

街坊赖志强见证市民
对书法文化与迎春习俗不
变的钟爱

“笔锋真靓！”“老师可以给我写个‘招
财进宝’吗？”……日前，广州海珠区瑞宝
街在辖内多个片区举行“迎新春·书画挥
毫送春联”活动，赖志强的摊位前挤了不
少街坊，七嘴八舌说着想要的“福”字和春
联样式，好不热闹。

14岁自学、33岁求师、59岁开班授徒
……现年71岁的赖志强大半辈子与书法
捆绑在一起。每年的春节前夕是他一年
中最忙碌的时刻，应邀到各处挥毫送福的
同时，也见证了市民对传统书法文化与迎
春习俗不变的钟爱。

机缘巧合迷书法
勤学苦练出成绩

14岁那年，赖志强还是名初二学生，
无意间看到一幅书法作品，从此入了迷。

“当时没想太多，就是觉得好漂亮，希望自
己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然而由于家境
并不富裕，赖志强只能在叔叔的指引下，
通过自学摸索着书法的门道，“有时候一
撇一捺我要想几个月才想得通。”

后来，赖志强下乡做知青，又回到广
州当工人，其间从未把书法放下。“上班时
我口袋里一直揣着和书法有关的书，下班
后就拿厂里不要的锰粉在报纸上、地上练
字，每到星期日就跑去新华书店蹲着，看
字帖、书法理论。”

1983年，随着经济条件和业余时间稍
宽，赖志强来到了羊城业余书画艺术学校系
统学习书法。“学成后，老师教导我要带学
生，说只有一直写、一直教，书法才能传承。”

开班免费授街坊
年年送福到千家

牢记老师的教诲，2009 年赖志强搬
入瑞宝街金碧花园，看到小区内并无书

画班，便在居委会的组织下，开设社区
成年人书画班，免费教授居民写书法。
2013 年，在社区成年人书画班基础上，
金碧南社区诗书画协会成立，每周有课
上，每月有活动，一直坚持至今。

也是从2009年开始，赖志强作为省、
市书画家协会会员，每年到各地参加“新
春写春联、送福”活动。“贴春联、贴福一直
是传统的迎春习俗，虽然现在有很多春联
和福字的印刷品，但依然有很多人喜欢手
写的感觉。”赖志强说，手写的春联与福字
具有人的灵气，每一张都独一无二，蕴含
着书写者对他人幸福、平安的祈愿，“所以
我们的活动是叫‘送福’，意头多好啊！”

今年 1 月以来，赖志强已经到瑞宝
街石溪片区、金碧片区写春联、送福。

“基本临近春节的前十几天每天都要到
处去，每次都会有很多市民等着，一写
就是大半天。”赖志强表示，为了丰富市
民的选择，他会用篆、隶、草、行、楷五种
字体写“福”，如果有人想要“招财进宝”

“日进斗金”等合体字，他也会满足。
“看到自己的作品挂在大家的门

外，就觉得很高兴，书法文化也以一种
独特的方式流传下来。我会一直写，直
到写不动为止。”赖志强说。

快递小哥在驿站充电

石马桃花
好受欢迎

石建华 摄

赖志强挥毫送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