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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

呢几日，广州升温嘅速度仲快过火箭，好多后生仔女又开始冷
饮唔离手。有人就想搞搞新意思，将冰块加入广东凉茶，话呢杯嘢
叫做“冰广式”。一时间，冰广式刷爆网络，好多人又谂起被凉茶
支配嘅回忆。本期《粤讲粤有古》就同你倾下广式凉茶果段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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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曾潇 李焕坤 谭铮

上个星期，广州一日入夏，很多年轻人又
开始冷饮不离手。有人开始“整活”，把冰块倒
入一杯广东凉茶，说这杯东西叫“冰广式”。一
时间，冰广式刷爆了网络，好多人又想起被凉
茶支配的日子。这期《粤讲粤有古》就聊聊广
东凉茶的历史。

凉茶生于南粤，和这里的自然环境有莫大
的关系。广东北部是山岭，南面是大海，受季风
和台风的交替影响，降水丰富。同时广东地处
热带和亚热带，气温较高，形成了湿热的气候。
在这样的条件下，广东人自古以来就有清热解
毒、消暑祛湿的需求，因此民间一直尝试用各类
草药搭配制作药汤。公元306年，东晋医药学家
葛洪来到广东，在这些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研制
出各种治疗热毒上火的药方，这可以说是“凉
茶”的雏形。后来，古籍中陆续开始以“凉药”

“凉茶”记载这类药方，凉茶以此得名。
我们今天喝的凉茶，尤其是凉茶铺这种售

卖凉茶的形式，主要发源于近代，和广州十三
行的兴盛有非常大的关系。

广州是中国重要的商贸城市，特别是17世
纪中叶以来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广州十三行是
清朝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因此
成为了繁华至极的世界商贸中心，吸引了大量
民众涌入谋生。

人口密集虽然有利于经济活动，但也带来了
一些副作用。当时城市内卫生状况不佳，在湿热
的环境下，容易引发各种传染疾病。凉茶价格低
廉、效果很好，成为了民众消暑解渴、防治疾病的
重要选择。凉茶铺一度开遍广州十三行。

这其中，“王老吉凉茶铺”是最具代表性
的。在1996年出版的《西关风味趣闻》一书中，
记载了王老吉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原来王老

吉凉茶铺和民族英雄林则徐还有一段缘分。
道光年间，在十三行靖远街上，住着一个

老药农叫王泽帮，自称“王老吉”。据说当年林
则徐来广州整治鸦片，有一次中暑病倒，咽痛
咳嗽七八天也不见好，随行的官员心急火燎。
有人打听到王泽帮的厉害，便让林则徐换上便
装去王泽帮的药铺试试。王泽帮诊断后，给林
则徐递上了一包王老吉凉茶。林则徐回去后
煎制饮下，果然病好了。

第二天，林则徐高兴了，特地派随从官员再
去一趟，问此药何名，平时可否当作茶饮。这时，
王泽帮才知道来看病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林则
徐。那位官员笑说，“你若开一铺，专卖此茶，使
人随到随饮，药到病除，岂不是一件善事！你若
真开店，我立叫人制一个神农壶送来。”

十天后，此人果然送来一个葫芦状的大铜
壶，上刻“王老吉”三个金字。不久，王泽帮就
在十三行开出了第一家专卖凉茶的商铺。

广东凉茶不仅在广府地区受欢迎，早在19
世纪，广东凉茶更是远赴海外。1898 年，梁启
超在赴美考察所写的《新大陆游记》中记载，

“西人有喜用华医者，故业此常足以致富。有
所谓王老吉凉茶，在广东每贴铜钱两文，售诸
西人或五元或十元美金不等云。”

据悉，2006 年，凉茶销售范围已经覆盖美
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近二十
个国家。2018年，王老吉海外凉茶博物馆在美
国纽约正式开馆，成为王老吉首个海外凉茶博
物馆。

一杯小小的凉茶，承载的不仅是广东人的
养生理念，更是岭南文化向海外延伸一个触
角。一杯网络浪潮里的“冰广式”，不过是广东
凉茶在新时代的另外一种演绎罢了。

记者梳理各区常住人口
数据发现，总体而言，2021年
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速呈现非
中心城区超过中心城区的情
况。如果拉长时间跨度来
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比如，从 2010 年到 2021
年这 12 年间，南沙“一枝独
秀”，常住人口数量从26.01万
增加到 90.04 万，总量增加

246.17% 。 花 都
（80.71

%）、番禺（59.54%）等区的常住
人口增长比例也明显高于荔湾
（25.76%）、越秀（-9.36%）、海珠
（16.84%）等区。

从城镇化率来看，在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
动下，近年来，广州市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持续稳步提升。
2021 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城
镇 化 率 达 到 86.46% ，相 比
2020 年的 86.19%继续提
高 了 0.27 个 百 分

点。

其中，荔湾、越秀、海珠、
天河区均已经实现了城镇化
率 100%。城镇化率还有待
进一步提升的主要是
从化区，2021年从化区
的城镇化率为
50.06%。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通讯员成广
聚、杨俊斐、江祖威报道：3 月 22 日，记者获
悉，2021年以来，黄埔区城管部门帮助辖区内
7个安置新村共7344户居民用上了管道天然
气，大大减少了瓶装液化气进电梯等安全隐
患问题，提高了群众的生活品质。

黄埔区刘村新村一期于 2010 年交付之
后，一直未配套建设管道燃气，群众对加装管
道燃气的呼声日益强烈。为此，黄埔区城管
部门联合街道积极推动刘村新村燃气管道改
造工作，帮助1202户居民陆续用上了管道天
然气，10年来未通管道燃气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据统计，2021年以来，黄埔区城管部门累
计为玉树新村、暹岗新村、黄陂新村、天鹿花
园北区、石桥新村、萝坎新村、刘村新村一期
等 7 个安置新村共 7344 户居民装上了更安
全、清洁、便利的管道天然气。

为了让居民用上安全、放心的天然气，黄
埔区城管部门探索管道燃气安全生产智能化
监管，有效遏制第三方施工损坏地下燃气管
线事故的发生。截至目前，黄埔区已开发出
搭建以地理信息、实时监控为基础，支撑生产
运营管理的“数字管网”应用系统，全面实现
了燃气管网运营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管道天然气在黄埔区逐渐普及后，黄埔
区城管部门还通过燃气知识宣传进门等形
式，为社区居民安全用气保驾护航。

2021年广州市人口规模及分布情况出炉

白云番禺常住人口最多
番禺增城花都增量居前

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陈泽云

广州市统计局近日先后公布了《广
州市2010-2020年常住人口及分布》和
《2021 年广州市人口规模及分布情
况》。记者获悉，2021 年在广州 11 区
中，白云、番禺、天河常住人口最多。相
比 2020 年，2021 年番禺、增城、花都、
南沙常住人口增量居前列。

《2021年广州市人口规模及分布
情况》显示，2021 年末，广州市常住
人 口 1881.06 万 人 ，城 镇 化 率 为
86.46%。年末户籍人口 1011.53 万
人，城镇化率为 80.81%；全年户籍出
生人口 11.80 万人，出生率 11.82‰；
死亡人口 5.55 万人，死亡率 5.56‰；
自然增长人口6.25万人，自然增长率
6.26‰。户籍迁入人口 24.16 万人，
迁出人口 4.03 万人，机械增长人口
20.13万人。

人口流动是一个区域吸引力的
晴雨表，也是各区出台政策的基础依
据。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工作？各
个区的产业结构、房价、交通、社会关

系、商业、文化等均是影响因素。
具体到各区而言，从常住人口总

量来看，2021 年白云（368.91 万）、番
禺（281.83 万）、天河 (223.86 万)、海珠
（182.18 万）、花都（170.93 万）位居前
列。

从常住人口增量来看，相比2020
年，2021年广州市常住人口数量增加
7.03 万人。具体到各区，有 7个区常
住人口数量为正增长，增量位居前列
的分别是番禺（14.57 万）、增城（5.85
万）、花都（5.84 万）、南沙（5.14 万）。
其余4个区常住人口数量为负增长，
分别是荔湾（-11.2 万）、黄埔（-7.13
万）、白云(-7 万）、天河（-1.2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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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10年 2020年 2021年
广州市 83.79% 86.19% 86.46%
荔湾区 96.7% 100% 100%
越秀区 100% 100% 100%
海珠区 100% 100% 100%
天河区 99.61% 100% 100%
白云区 78.18% 81.37% 81.18%
黄埔区 90.37% 92.22% 93.98%
番禺区 80.09% 89.58% 90.53%
花都区 64.54% 69.65% 70.15%
南沙区 68.83% 73.28% 73.41%
从化区 38.61% 45.8% 50.06%
增城区 68.47% 73.16% 73.79%

地区 2010年 2020年 2021年
广州市 1270.96 1874.03 1881.06
荔湾区 89.82 124.16 112.96
越秀区 115.73 103.66 104.90
海珠区 155.92 181.98 182.18
天河区 143.37 225.1 223.86
白云区 222.48 375.91 368.91
黄埔区 83.24 126.92 119.79
番禺区 176.65 267.26 281.83
花都区 94.59 165.09 170.93
南沙区 26.01 84.9 90.04
从化区 59.39 71.98 72.74
增城区 103.76 147.07 152.92去年7个区常住人口数正增长A.

4区城镇化率实现100%B.

新潮的“冰广式”
原来和林则徐有段古

绿色通道、一呼百应、科技抗疫……

花都分级分类管控区
他们提供24小时服务

3 月 16 日，花都
在省外来穗人员排查
中发现一例阳性病
例，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对花都涉疫区域
实行分级分类管控，
划分了封控区、管控
区、防范区。在分类
管控期间，花都不仅
开通了绿色就医通
道，还通过科技手段，
只需 10 秒，居民就能
完成健康状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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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管控区域人员的医疗需求，医疗
保障组在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内各设定了
一个医疗服务保障点，安排医护人员驻守，第
一时间对外公布咨询电话，24小时坚守在岗，
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出诊。

“医生，我本来今天要做透析，现在脚有点
肿，有点气促……”

管控区内的驻点医生一接到电话，立即上
门为这位患者诊治，量血压、测血糖、问病史。
经驻点医生评估，这位患者需要住院透析，于
是立即联系120救护车转运到了涉疫定点医院
区应急病房进行进一步诊治，并与区人民医院
做了详细的病情交接。经过及时诊治和专业治
疗，目前患者情况良好。

像这样需要血透的病人，三区内一共有 6
名，驻点医生第一时间掌握名册，详细了解每一
位病人的血透方案、过往病史以及需要注意的
情况，做好相关记录，并与花都区人民医院做好
对接，一律安排专用车辆接送到区人民医院应
急病房，开通绿色通道，“点对点”闭环接送。

除了血透的病人外，本次三区中共有 5名
孕妇。花都区卫健局也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公众
号等发出《致全区孕妈妈的一封信》，公布咨询
电话等，及时解答相关人群的疑虑。

与此同时，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保科
逐一电话联系后，组建了微信群，并邀请了区
妇幼保健院专家、居委会工作人员进群，及时
解决孕妈妈们的问题。

3个医疗服务保障点，24小时在岗
“绿色通道”

自 17日起，花都区花城街闻令而动，迅速
响应在辖区范围内有序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做
到“应检尽检”。

梅花社区组建“单车小分队”，在住宅小区
和商铺巡逻，循环播放防疫要求，提醒居民核
酸检测应检尽检；石岗村集结100余名工作人
员，分工明确，提高效率，确保核酸检测点工作
秩序井然。罗仙村各经济社摆起了一桌桌“八
仙桌”，在保持人员安全距离的前提下，登记核

酸检测村民名册；兰花社区和物管公司打
好配合战，分时段按检测人流量及时通知
居民下楼检测，节省居民排队等候时间；
杨一村提前预判，要求各经济社统计行动
不便的人员数字，快速为53名村民提供上

门检测服务。
“自街道通知全员待命，发布工作任务后，

同事们是秒回的，让人感动不已。关于抗疫，
我们一呼百应、团结一心。”花城街公服办有关
负责人激动说道。

根据此前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和核酸检测工
作复盘经验，本次核酸检测工作开展得更迅
速、更精准，第一时间设立了21个核酸检测采
样点，安排了183台采样台。同时迅速动员，抽
调街道干部588人、村（社区）工作人员1095人
参与相关工作。各核酸检测点人员集思广益，
在安全防护、人性化服务、扫码检测、志愿者招
募及分工换岗等多方面“下苦功”，确保辖区核
酸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五百余街道干部，千余工作人员投入
“一呼百应”

从3月 17日 0时起，新华街按照花都
区疫情防控办的要求，对五华直街、五华村
三社等周边区域实行严格的封控管理。由
于上下班（学）时间人员比较集中，手写登
记方式耗力费时，导致居民出入高峰期人

员大量滞留在出入
口，为疫情防控工作
带来巨大的压力。对
此，新华街立即采取

措施，研究进出人员信息登
记电子数据化处理。

记者在新华街疫情防
范区第 8 个出入口看到设
置了醒目的“红棉平安”标
识二维码，由志愿者引导居
民群众有序扫码，首次只需

10 秒就完成健康状态登记，第二次实现实时
通行，连 10 秒都省了。借助“科技支撑”推进
疫情防控，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得到了群众
的赞扬。

“疫情防范区都采用了‘红棉平安’二维码
智能系统，进出人员只要‘扫一扫’就可进行登
记，大大减轻了我们工作的压力，让我们有更
多的人手投入到其他的服务工作中去。”新华
街薪火党群服务队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
疫情的有力武器。据悉，新华街于3月18日使
用“红棉平安”智能系统后，数据显示，仅当天
上午10：40到下午6：40就有4000多人通过实
名登记，产生出入登记记录高达9000多条，平
均每小时可完成实名登记500多人、1000多条
进出记录。

电子数据化处理10秒破解人员进出滞留
“科技抗疫”

7个安置新村
7344户居民

用上管道天然气

2021 年 9 月 7 日，刘村新村举行管道
燃气通气点火仪式 通讯员供图

冲锋在前！过去是在战场上，如今则是在为民服务的路上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实习生 张小悦 通讯员 范敏玲 孙旭东

永和街道543名退役军人
组成“东纵精神传承连”

即便退伍已有30余年，67岁的卢运柏
仍旧冲在最前线。过去是在战场上，如今
则是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作为广州市黄
埔区永和街道“红棉老兵”东纵精神传承连
的思想政治指导员，卢运柏说，加入退役军
人服务站是他退伍后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情。在这里，全连 543 名退役军人一起积
极投身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国
防教育、拥军优属等事业，弘扬了“听党指
挥、报国为民、担当有为、无私奉献”的“永
和担当”精神。

永和街道是广东东江纵队人民游击队
的发源地之一，常住人口约 12 万人，在册
管理户籍退役军人 543 名。日前，永和街
东江纵队精神预备连正式揭牌。而此前，
街道就活用部队连队建制，将退役军人服
务站作为“指挥部”，将街道在册退役军人
分为31个班，统编为东纵精神传承连。自
组建以来，传承连在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支
持下再度焕发光与热，服务群众 8000 余
人、协助处置纠纷 100 余起。543 名“红棉
老兵”以“英雄花”木棉为名，退役不褪志，
退伍不褪色。

活用连队建制：
打造“退役军人之家”

在永和街道永和担当展览馆门口的军
人冲锋雕像前，67岁的卢运柏意气风发地
讲述着自己的人生过往。“我曾在对越自卫
反击战中担任指导员，率穿插排踏雷区、攻
克18座高地，个人荣立二等战功。我最大
的骄傲，是当过兵，最大的本领，是能打胜
仗。在战场上打胜仗，在商场上打胜仗，退
休了我仍然打‘胜仗’。”

卢运柏口中退休后打的“胜仗”，是指
在永和街道组建了由退役军人组成的东
纵精神传承连。为了增强退役军人的归
属感，永和街道按照部队连队建制模式，
把参战、参试人员和其他优抚对象单独编
班管理，其余退役军人按照退役年限进行
编班，543 名退役军人共分有 31 个班，统
编为“东纵精神传承连”，连长由街道武装
部部长担任。

永和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首届
全国百名优秀站长之一黄媛媛介绍，在永
和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每位退役军人都有

一张门禁卡，可以免费在就业创业培训室、
阅览室、健身中心等场所使用。站里的服
务大厅更是打造成“一站式”窗口，协议代
办退役军人创业贷款、军人套餐电话卡、燃
气卡、社会保障卡等业务。

退役不褪色：
老兵志愿服务深入一线

每天下午 6点到晚上 11点，在樟山吓
村的街道，总能看到有戴着红袖章的退役
军人在街上巡逻、在执勤点站岗，成为这里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传承连副指导员卢光
华介绍，樟山吓村有着地理和人口的双重
复杂因素，位置上处于黄埔和增城的交界，
且新入驻两家千亿级企业，外来务工人员
激增。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稳定社区及
企业周边秩序，“红棉老兵”主动请缨，来到
樟山吓村的“永和红棉老兵志愿服务驿站”
执勤，村里有五个这样的平安岗哨。

站岗并不是件轻松的差事，特别是对
于平均年龄近五六十岁的老兵们，但部队
生活给予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陈志坚
2019 年退役来到永和，第一时间加入了传
承连志愿服务队。他是九级伤残军人，至
今腰椎还留有4枚钢钉，不能剧烈运动。每
天傍晚，陈志坚和队友准时来到执勤点，拿
着警棍和手电筒每条街、每条巷巡逻，一直
到晚上 11点。陈志坚说，他负责的范围走
完一圈要半个小时，一晚好几趟，也要站岗，

“一点也不累，我们在部队里走的路更长。”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传承连将“听

党指挥、报国为民、担当有为、无私奉献”东
纵精神定为传承连连训，制定志愿服务队
伍章程，目前已孵化成熟“两参”班志愿服
务队、19 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突击队、20
班国防教育志愿服务队、夕阳红社会治安
巡防队、社区联防突击队、交通安全劝导
队、永和青年之家驻点服务队等志愿服务
队伍，充分调动和发挥退役军人参与社会
治理的积极性。

服务站的工作越来越忙了。卢运柏打
趣地说，自己现在每天和上班族一样，早上
8:30 准时到服务站，下午 6点“下班”。他
说，“在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的过程中，
我看到我们这支队伍的士气不断地提高，
不断地为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花都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花都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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