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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景瑾瑾摄影
报道：10 日，佛山市“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粤剧体验堂活
动在祖庙开课。来自佛山市第一小
学的百余名学生，在祖庙万福台前
观看了精彩的粤剧表演，学习了粤
剧相关知识，并且体验了舞水袖等
粤剧表演动作。

160名小学生走进“审戏台”

据介绍，根据佛山市委宣传部
《关于开展佛山市 2022 年“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通
知》部署要求，今年将在全市范围
内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作为提供展示、
教育、开放服务的博物馆，佛山祖
庙博物馆开展文化进万家粤剧体
验堂活动，邀请祖庙博物馆周边
中小学、幼儿园前来万福台观看
国家级非遗——粤剧演出，了解粤
剧相关知识。

3月 10日，佛山市第一小学的
160 名学生走进祖庙，来到万福台
前，参观了解了粤剧和万福台的历
史渊源。万福台建于清顺治十五年
（1658 年），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装
饰最堂皇、保存最完好的古戏台。
过去本地戏班每年重组后、外地戏
班入佛山公演前，他们的首场戏都
要在万福台演出，演出成功后，本
地班才乘红船到广东四乡演出，外
地班才可以在佛山入棚公演，故
此，万福台有“审戏台”之称，也是
众多海外粤剧艺人寻根的地方。

在小学开设粤剧特色课堂

“这是粤剧行当的什么扮相？”
“旦！”在活动现场，孩子们跟着粤剧
老师以趣味问答的形式，学习了粤
剧相关知识。随后，孩子们还观看
了精彩的粤剧表演《猴王借扇》《天
女散花》选段。美猴王和铁扇公主
精彩的打戏、天女舞动水袖散花的
场景，引得孩子们赞叹不已。随后，
学生代表们还穿上了粤剧服饰，跟
着粤剧演员学起了舞水袖。

“这样的活动很好玩，看到了精
彩的表演，还能增长知识，我回到
家要讲给爸爸妈妈听。”一名学生
告诉记者。据了解，佛山市第一小
学还是佛山的“粤剧特色创建基地
学校”之一，平时还会开设粤剧特
色课堂，积极地将粤曲粤剧知识融
入校园生活。

接下来，祖庙的粤剧体验堂还
将分批次迎来同济幼儿园、佛山市
幼儿园、禅城区东华里小学等学校
的孩子们，参加互动学习。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通
讯员刘汉林、秦琳报道：“这个厂
2018 年开厂的时候我就来了，
一直做到现在。”在韶关乐昌市
廊田镇乡村振兴车间上班的张
姐告诉记者，以前在家种水稻、
香芋、马蹄，一年到头除去成本
实际收入有限，“现在我在这个
车间上班，每个月能有 3000-
4000元的收入。”

她口中所说的车间，是韶关
市首个乡村振兴帮扶车间——
廊田镇的一家箱包厂，厂区占地
面积 5000 平方米，目前有员工
150人左右，其中女员工的比例
超过了90%。

车间里一排排缝纫机前坐
着的全是女工，富有节奏的声
音，麻利娴熟的车缝技艺，几秒
钟，一块箱包的部件材料就完成
了，通过检验中心后，经过最后

一道工序，一个成品就将打包发
往韩国。

近年来，乐昌市廊田镇充分
利用乡村振兴各项优惠政策，兴
办9间乡村振兴小车间，工人大
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村留守妇
女。廊田镇党委在乡村振兴车
间设立党员示范岗，营造比学
赶超氛围，让“小车间”发挥“大
作用”，成为促进该镇城镇化、
解决乡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有
效途径。

乐昌市妇联以党建带领妇
建,不断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建
设,真正把妇联组织建设成为
党在群众中开展工作的坚强阵
地,大力鼓励支持广大农村妇
女走向乡村振兴舞台中心，成
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帮助农
村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走共同
富裕路。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通讯
员谭玉玲、吴颂丹、朱伟东、邱其
聪摄影报道：近日，韶关市仁化
县在丹霞街道夏富村召开双季
稻轮作休耕项目现场会，向全
县水稻种植户推广“稻绿稻”

“稻油稻”轮作休耕模式，让“休
耕田”变成了“赏花田”和“菜苔
采摘园”。

休耕稻田变“花田”

现场会在夏富村的油菜花

田间举行，农业工作人员给大
家详细介绍了“稻绿稻”“稻油
稻”轮作休耕模式，即在晚造水
稻收割后，在冬季农田闲置期，
换茬轮作油菜、紫云英等绿肥。

记者在现场看到，阅丹公
路夏富村两旁的 460 多亩冬种
紫云英、油菜花等绿肥作物生
长喜人、迎春绽放；白色、金色、
黄色、粉色的油菜花遍布在道
路四周，明亮鲜艳的花色与丹
山碧水相呼应，成为阅丹公路
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据了解，仁化县实施双季
稻轮作休耕项目可提高土壤有
机质，提升耕地地力和肥力，降
低田间病虫草害基数，促进早
稻增产。同时，大面积科学种
植油菜赏花、菜苔采摘有助于
农民拓宽收入渠道，实现观赏
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助
推仁化县绿色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

现场会开设有油菜花春游
会，与会人员可进入花田体验
油菜压花、油菜彩绘、品尝鲜炒
油菜等活动，还有专职摄影师
拍照，定格这美好的春日花景。

提亮景色又增收

市民侯阿姨与姐妹们来阅
丹公路打卡七彩油菜花，参加
油菜花春游会。她乐不可支地

告诉记者，第一次知道油菜花
原来有多种颜色，“很美呀，也
把丹霞山衬得更美了。而且我
第一次吃油菜花，以前不知道
油菜花还可以吃的”。

目前，仁化县在周田镇较
坑村曾丘屋组、董塘安岗村和
河富村、石塘镇京群村、夏富阅
丹公路等地发动水稻生产合
作社、种植大户等实施了双季
稻轮作休耕项目，种植面积
1000 多亩，形成连片花海景
观，成为市民群众踏春赏花的
热门打卡地。

仁化县农业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跟往年不同的是，仁化今
年引进彩色油菜新品种来提亮
景色，还引进了菜油两用型的
油菜新品种来增加春种的油菜
菜心的供应，已经显示出了非
常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韶关乐昌市沙坪镇脱贫
致富示范基地——先凤家庭农
场里，时常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
影不断穿梭着，一会儿去鸡舍喂
鸡，一会儿跑到果树林查看果树
情况。这个勤劳的女子就是农
场负责人黄先凤——作为广东
省“优秀创业致富带头人”，她是
当地响当当的人物。

锲而不舍农场经营渐入佳境

黄先凤，1975 年出生于沙
坪镇的一个山窝窝里。2015
年，乡村振兴的号角在粤北山村
吹响，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
款等多种妇女利好创业政策深

入推进，黄先凤毅然辞去工作，
回到沙坪镇，租了 300 亩荒山，
建起家庭农场，试图以自己的力
量在家乡做出一番成绩。

理想是饱满的，现实却是残
酷的。由于缺乏农业种植的专
业技术和经验，2018年，前期生
长情况良好的枇杷树因受病菌
侵害，果实“全军覆没”。第二
年，因严重的霜冻天气，果树果
实数量和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接连遭受沉重打击，辛勤劳动没
有换来应有的收获，黄先凤心里
十分着急，但她并未停止脚步，
向专业人士求助，改良种植方
法，不断探索经验。

经过几年的辛勤经营，先凤

家庭农场的状况渐入佳境，现在
的种植面积已达到175亩，先后
引进桃形李、水蜜桃、枇杷、核桃、
猕猴桃、柚子等果树。为提高土
地利用率，她又尝试发展林下经
济，在果树下养鸡。这些鸡活动量
大，吃的食物种类繁杂，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帮助邻里乡亲带动农户就业

农场经营步入正轨，黄先凤
和农场也先后被评为“韶关市农
场创业青年示范户”、省级“优秀
创业致富带头人”，去年12月农
场还成功获评“广东省示范家庭
农场”。她也没有忘记力所能及

地帮助邻里乡亲。得知村里一
名独居贫困户因智力残疾表达
和理解能力受限，不具备独自生
活能力，她便把这名贫困户请到
自己的农场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为其提供住宿和每日三餐。农
忙时节，农场也会聘请多名当地
村民，带动农户就业。

农场经营至今，原来的石灰
岩荒山已成为一片果树林，树下鸡
群嬉闹，生机勃勃。沙坪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农场经营一路上遇到的
困难不计其数，但能够有此变化，
凭借的是黄先凤所展现的女性的
坚韧和执着，她书写出一段精彩
的荒山“变形记”，用巾帼的力量
演绎出新时代女性的风采。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记
者 10 日从东莞市卫健部门获悉，
《东莞市高层次卫生健康人才引进
培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已正式印发，未来三年，
东莞将每年遴选两个高层次医学专
科团队引进培养项目、10 个“东莞
名医”人才引进培养项目、20 个医
学领军人才引进培养项目、50个杰
出青年医学人才引进培养项目，每
个项目分别资助 500 万元、80 万
元、50万元、15万元。

《办法》对遴选对象及条件作出
了明确规定。其中，高层次医学专科
团队引进培养项目的引进单位是东
莞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引进的团队
专科水平及团队综合影响力须达到
国内先进、省内领先水平或以上。引
进的团队须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发
展目标，对提升东莞医疗卫生技术水
平具有积极影响，能产生重大社会效
益。引进单位与引进团队相关的学
科基础良好，具备保障团队顺利开展
工作的设施、设备和人员等必要条
件。高层次医学专科团队引进培养
项目培养周期为5年，每个团队引进
培养项目给予500万元资助。

在“东莞名医”人才引进培养项
目上，《办法》规定，每年遴选 10名
医术高超，学术造诣高，在临床一线
治疗疑难、危重病症工作中取得显
著成果，业绩为同行所公认的“东莞
名医”，建设“东莞名医工作室”。“东
莞名医”人才引进培养项目培养周
期为3年，在培养期内培养带教3至
5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设计方案，大湾区大学
松山湖校区校园功能组团分布合
理，建筑造型既各具特色，又中心
对称彼此呼应。各组公共建筑通
过室内中庭、户外庭院、屋顶露台
提供不同体验的共享交互空间，
而建筑之间的校园空间构筑校园
师生交往脉络，并提供弹性发展
用地。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各
项低碳、智慧新兴技术也将应用

于校园建筑系统之中。
大湾区大学在校园设计上积

极探索符合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
需求的建筑形态。中部“湾”作为
大湾区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采用
了环形结构，有机联动校园东西
两区。建筑内部设置图书馆、学
生活动中心、创新服务中心等功
能，实现无边界的学术交流与思
维碰撞。

实验楼与湾主题建筑和谐呼
应，天际变化丰富并打造多维共
享屋顶平台。宿舍楼采用核心筒
双侧外廊的平面模式，有效增大
宿舍采光并解决通风需求，建筑
楼层间设有交流共享空间，塑造
开放友好的生活氛围。师生食堂
开放就餐环境、休闲台阶坐席、三
层景观平台打造课堂之外的
师生交互场所。

大湾区大湾区大学大学全面公开设计方案全面公开设计方案
拟建以理工科为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校园建筑系统将应用多项低碳、智慧新兴技术

羊城晚报讯 9 日，广州市
番禺区派驻梅州市五华县驻镇
帮镇扶村工作组在广东省悯农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苗种孵
化场举办罗氏沼虾养殖经验交
流会。会上，工作组与悯农公
司负责人、农行五华支行和五
华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及五华县
30 多名养殖户共同交流，分享
养殖经验。

养殖罗氏虾销往珠三角

近日，位于梅州市五华县横
陂镇的广东省悯农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苗种孵化场一片热

闹景象。公司员工在虾塘里用
一张大网捕捞罗氏沼虾成品。
随后，大家按照大小对捞上来的
虾进行分检，大的有 0.5 两，小的
也有 0.2 两。分检过后，员工对
虾进行分装。

在分检点的不远处，停着一
辆厢式货车，车厢里安放着一个
巨大的水箱，水箱里有 140 个叠
在一起的虾笼，每个虾笼可装10
斤活虾。按照当前市场价估算，
每斤虾不低于 40 元。当天夜
里，盛满罗氏沼虾的货车就会开
往深圳罗湖水产批发市场，第二
天一早，这批虾就能出现在市民
的餐桌上。

稻田里养虾村民积极性高

悯农公司成立于去年 6 月，
在工作组的支持下，与农户合作
养殖罗氏沼虾，主要模式是“稻虾
共作”，即在稻田里养虾。截至今
年 2 月底，悯农公司与农户合作
种（养）殖规模从最初的 10 亩扩
大到1110亩，共建成9个基地、1
个虾苗场，累计生产 11980 斤罗
氏沼虾。其中流转撂荒地 1010
亩，番禺向五华派驻的 4 个工作
队推动建成了 7 个基地，其他工
作队推动建成了2个基地。

据悉，今年开春以后，五华县

有十几个村同时启动“稻虾共作”
项目，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其中。

“‘稻虾共作’不仅可以利于荒地复
耕复种，更有利于广大农民和村集
体提高经济收入。”会上，工作组副
组长、梅林工作队队长王永锋介
绍，“稻虾共作”是破解五华县“八
山一水一分田”难题的有效方式。

据了解，目前在五华县与悯
农公司合作实施“稻虾共作”的农
户已达十几户。在该养殖模式
下，农户每年每亩可增加6000元
左右的收入。稻虾共作，一田双
收的模式提高了村民养殖种植积
极性，成为广大农户致富秘籍。

（文/图 赖嘉华 覃相貌）

近期，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第一标段开标，意味着项目将
正式动工建设。3月9日，东莞市大学筹建办、大湾区大学（筹）
首次全面公开设计方案，校园规划理念、建筑设计思路等清晰呈
现。根据计划，大湾区大学定位以理工科为主的新型研究型大
学，松山湖校区预计2023年完成教学区建设并投入使用。

东莞“真金白银”引进
高层次卫健人才

项目资助
最高500万元

大湾区大学按照“一校、两区”
规划设立松山湖与滨海湾两个校
区，定位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水平新
型研究型大学，拟开展本科生、硕
士及博士研究生全日制学历教
育。其中松山湖校区占地约 250
亩，滨海湾校区占地约2100亩，总

建设规模预计约100万平方米，建
设投资约100亿元。预计2023年
开展招生办学，到2030年达到在
校生10000人左右，本科生与研究
生规模比例达到1∶1。

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地处
松山湖科学城环湖核心地带，校

园周边各类高等院校、大科学装
置、新型研发机构和高新技术企
业云集，是产研融合、创新实践的
优良沃土。校园将利用这一平台
深入实施“学校+大科学装置（科
研机构）+龙头科技企业”的“科
教产合作”育人机制。

2030年达到在校生万人左右

据悉，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
区总建设用地面积约 17 万平方
米。设计别出心裁保留中部完整
的自然山体及植被，形成校园绿
芯。围绕景观内核自然形成“湾”
这一标志性建筑，“湾”寓意着创
新源头、人才港湾。浪漫的三维
曲线造型完美契合山体景观，和

谐融入生态环境。
“一芯一湾”向西延展出“春华

大道”教学生活轴，串接教学生活
组团的教学实验、文体活动、学生
宿舍功能板块；向东延展出“秋实
大道”产研发展轴，串接产学科研
组团的产研实验、学术交流、教师
周转房功能板块。形成“一芯一

湾、两区双轴”的校园格局，既尊重
本土地域气候需求，也展现国际化
的校园风貌。双轴进一步在城市
格局上向外延展，教学生活轴向西
导向大岭山镇，产研发展轴通向东
侧TOD开发地块，将空间轴线导
往松山湖水库，校园整体格局与外
部城市发展和谐相融，有机共生。

总建设用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

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筑形态

羊城晚报记者 余晓玲

“一芯一湾”空间内核效果图 东莞市大学筹建办供图

“虾稻共作”千亩荒地变良田

双季稻轮作休耕
“休耕田”变“增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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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
乐昌

巾帼“创业致富带头人”书写荒山“变形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赵小华 黄秋怡

160 名小学生走进祖
庙观看、学习、体验粤剧艺术

“粤剧体验堂”
在佛山祖庙开课

韶关
仁化

小学生跟着粤剧演员学舞水袖

公司员工对虾进行分检

梅州五华

“乡村振兴小车间”
助农村留守妇女就业

黄先凤查看果树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