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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嘅回南天都系街坊最头痕嘅时
候。墙上地下周围都滴晒水，衫又晒唔
干，周身唔舒服。呢几年，好多街坊用上
咗干衣机同抽湿机，回南天总算好过
啲。但谂起以前，冇呢啲装备，广州人系
点防潮咧？原来都有办法哦。本期《粤
讲粤有古》，我哋就倾下古代广州人嘅防
潮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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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回南天都是街坊最
头痛的时候。墙上地上到处都
湿漉漉的，衣服晾不干，还浑身
难受。这几年，很多街坊用上了
干衣机、抽湿机，回南天总算舒
服一点。但想想以前，没有这些
装备，广州人是怎么防潮的呢？
原来也是有办法的。本期的《粤
讲粤有古》，我们就聊下古代广
州人的防潮妙招。

广州番禺沙湾古镇的留耕
堂，始建于 600 多年前，1989 年
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广州地区最
具代表性的岭南古建筑之一，有
很多设计是为了防水防潮。

留耕堂的地基用不透水的石
材建造，而且垫得相当高，有效地
阻隔了水分从地下渗透上来。为
了让木柱不从底部渗水，木柱的
底部会用石头包裹，这种用来包
裹木柱的石头，叫做石础。同样，
建筑物的墙体也会用“青砖石脚”
的建造方法，底部用石头搭好基
础，再在石头上砌砖墙。

留耕堂的地砖也有讲究。
尽管大量石材的运用已经阻隔
了地下的水分，但回南天时空气
里充满了水分，如果遇到温度较
低的地面，会很容易在地面凝结
小水滴。

留耕堂在地面铺了厚厚的
一层干砂，再在上面铺了超过 3
厘米厚的黏土大阶砖。这样处
理，地面能够有足够的厚度，黏
土这种材料的导热系数又比较
小，双管齐下，能较好地阻止地
面材料吸收热量后往地下深处
传导，保证地面始终保持着一定
的温度，避免空气中的水分在地
面遇冷凝结。

留耕堂是番禺区沙湾镇何
氏家族的祠堂，各方面配置确
实比较豪华。不过在岭南的普
通民居中，也能看到很多防潮
的巧思。

比如，有些传统岭南民居的
大门会做成上下两截活动门，这
样上半部分打开时，下半部分依
然可以关闭 ，因为潮湿空气水密
度大，易下沉。遇到闷热潮湿的
天气，上半部分门打开可以通风
透气，下半部分门关闭隔绝潮湿
气体。

当然，墙面的选择是防水防
潮的重中之重。大户人家多用青
砖砌墙，本身就有不错的防水性，
同时传统工匠还会用特殊的砌砖
方法，在砖墙中形成一道空气隔
离带，有效隔绝潮湿空气，保持内
墙面的干燥。

普通百姓未必都用得起青砖
石脚，但即便是采用简陋的夯土
墙，也会就地取材，在夯土内掺入
一定比例的石灰或贝灰，减少外
部潮湿气体的渗透。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曾经还广
泛使用一种神奇的建筑材料——
蚝壳。有研究称，东南沿海在宋
代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生蚝养殖
技术。每年生蚝成熟时，开壳取
肉后会留下大量的蚝壳。蚝壳坚
固不易处置，沿海居民必须想办
法对此进行处理，否则就会造成
堆积。有人就开始用蚝壳砌墙，
发现蚝壳墙有着良好的隔热、防
风、防水、防虫等效果。

现在，在广州的番禺区和海
珠区，还保存着几处蚝壳墙建
筑。例如海珠区小洲村的蚝壳
屋，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小洲的祖
辈村民们就地取材，从海岸沙堤
中掘出大量蚝壳，将蚝壳整齐排
列，铺砌成墙，墙厚 60 厘米。用
这种方式构建的房子，冬暖夏凉，
而且可防潮，不积雨水，不怕虫
蛀，很适合岭南的气候。小洲村
目前有登记在册的蚝壳屋两间，
均处于严加保护之中，建筑状况
良好。

据天气预报，今日广州又有
可能出现回南天，各位街坊记得
关好门窗，减少湿气入屋。

推动海绵城市建设

所谓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指
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
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而建设海绵
城市，主要是指在遵循生态优先原则、确保城市排水
防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
种技术途径，实现城市良性水文循环，最大限度地实
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
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逐步实现小雨不积水、大
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增城区海绵城市建设启动较晚，部分设计、施工
单位对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理解也有偏差，因此，早期
不少建设项目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工作进展较为
缓慢”，区海绵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高位推动海绵城市工作取得有效进展，2018
年，增城区成立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明确了海绵
城市建设近远期目标与实施路径。按照规划，到
2030 年，增城城市建成区 80%以上面积将达到海绵
城市要求。

有效缓解逢雨必浸

认真观察永宁街后龙山古树公园，不难发现处处
有着“海绵元素”：采用透水混凝土铺设的人行道能有
效渗透雨水，四周下凹式的绿地则能对雨水起到一定
滞留作用；而当雨量过大，地面和下凹绿地无法满足
调蓄水量的需求时，雨水便会顺着地势落差流入附近
的渗水沟和生态蓄水池之中，形成多重有效蓄水防涝
保障。

“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的永宁街后龙山古树公
园，有效缓解了多年来周边地带逢雨积水、水土流失
等现象，甚至周边企业、小区的积水也能通过渗水沟
排入蓄水池，大大改善了周边居民雨天的出行环境。”
区海绵办工作人员介绍道。

永宁街后龙山古树公园是增城区海绵城市建设
的一个缩影。针对重点河涌流域以及内涝黑点逢雨
必浸、连年水浸等水安全问题，结合实施防洪排涝补
短板和内涝点整治工程，增城因地制宜规划建设调蓄
区、生态碧道、口袋公园等项目，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

目前，增城已陆续建成了永宁街后龙山古树公
园、增塘湿地公园、新惠路、新河路、通明大道、增城
区垃圾转运中心、增江“一江两岸”碧道等海绵城市示
范项目20余宗，涵盖建筑小区、水务工程、市政道路、
公园绿地4大类型。

“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契合新时代增城城市建设
需求。”区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增
城区将继续以补齐城市建设短板为目标，以流域综合
治理促进防灾减灾，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进一步修复区域水生态、改善区域水环境、涵养区域
水资源、保障区域水安全，实现人水和谐可持续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通讯
员黄惠坚、全碧芳报道：3 月 29
日，共青团广州市白云区委员会
联合广州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永平街党工委、广州市房地产
租赁协会，举办“湾区青年驿站和
湾区青年服务站”启动仪式。

据悉，2021年1月，为推动实
施《2019-2025 年中长期青年发
展规划》，白云区被选为帮助来穗
就业无房青年更快、更好融入城
市的试点区，制定了《白云区关于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帮助来白云
就业无房青年融入城市试点工作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为
深入实施“无房青年”计划，团白
云区委、市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在青年群体最集聚、最活跃的
区域建立了湾区青年驿站和湾区
青年服务站，将推出多项贴心服
务，帮助青年降低住房和生活成
本，加快融入城市。

据介绍，目前，白云区打造了
空港窝趣公寓、泊寓（三 元 里
店）、碧家国际社区（人和店）、锋
态度酒店等 4 个湾区青年驿站。
湾区青年驿站将为含港澳台在内
的来穗发展青年提供租房及相关

社会融入配套服务，其最大亮点
是为来白云区就业的青年提供一
次不少于 7 天免费住宿服务、不
低于 300 元租房现金优惠、提供
1-3 个月短租服务、享有同品牌
同城跨门店换房服务。

有需求的青年可以通过“湾
区青创汇”小程序、“青创汇”广
州青年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以
及“广州白云政务”微信公众号的
微政务栏目，查询驿站信息，并向
驿站联系人咨询入住有关信息，
有意入住的可直接向驿站提出入
住申请。此外，驿站每月还将提
供就业岗位信息发布、政策信息
推介及婚恋交友、心理咨询、法律
咨询等服务。

为更好地联系服务湾区青年，
白云区还同步推出“湾区青年服务
站”试点，以解决青年所思、所忧、
所盼问题，促进青年融入辖内生
活。设在三元里街的云誉公寓走
马岗店、松洲街的广报美寓、永平
街的学山公寓，将为青年群体提供
优质的“软服务”，包括组织青年开
展交友联谊、心理咨询、法律讲座
等活动，组织青年参与辖区内志愿
服务等一系列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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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用这些招对抗回南天

羊城晚报记者 曾潇 李焕坤 谭铮

广州首批湾区青年驿站、湾区青年服务站揭牌

为“无房青年”提供优质软服务

增城

海绵理念融入城市建设海绵理念融入城市建设
打造会呼吸的生态城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姚玉函 黄汇 谢锡权

创新指数哪区强
黄埔十指标均居首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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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城市创新指数报告广州城市创新指数报告（（20212021））》》
（（下称下称““报告报告””））成果发布会近日召开成果发布会近日召开。。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广州广州
产投集团旗下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产投集团旗下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广州市广州市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
布了报告布了报告。。

报告显示报告显示，，广州全社会科技创新广州全社会科技创新
活力显著增加活力显著增加，，科学研究和核心技术科学研究和核心技术
供给能力有效提升供给能力有效提升，，创新对经济高质创新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创新创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报告还对报告还对 1111
个区的科技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全景个区的科技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全景
式的描述式的描述：：广州各区创新发展齐头并广州各区创新发展齐头并
进进，，亮点纷呈亮点纷呈，，其中其中，，黄埔区在黄埔区在1010个指个指
标上得分均居各区之首标上得分均居各区之首，，其表现不可其表现不可
谓不亮眼谓不亮眼。。

广州区级创新指数共选取了10个
指标，涵盖创新资源、企业创新、创新
绩效和创新环境 4个方面。研究结果
显示，2020 年广州各区立足自身特色
和优势，整体创新水平明显提高，但是
依然存在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
中，黄埔区、天河区、南沙区创新指数
综合得分居全市前三位，属第一梯队；
各区凭借自身优势，着力提升创新能
力，共同促进了广州科技创新的健康稳
步发展。从单项指标的得分来看，黄埔
区的表现最为突出，天河区和南沙区特
定指标上有较好表现。

黄埔区的创新水平综合得分居全
市首位。黄埔区高度重视创新投入和
人力资源储备，每万名从业人员中从事
R&D 研究人员数得分为 100，在全市
各区中排名第一；全社会R&D经费支
出得分和财政科技支出得分均在11区
中排名第一，其中 R&D 经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和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一
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居全市第一。企业
创新和创新绩效表现突出，每万人从业
人员高新技术企业数得分为100分，高
技术产业占比得分为 96.11 分，劳动生
产率得分为 100 分，专利产出得分为
93.54 分，指标得分排名均居全市第
一。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孵化育成体
系建设指标得分排名第一。

天河区创新企业量质齐升，创新水
平综合得分在11区中排名第二。2020
年 天 河 区 全 社 会 R&D 经 费 支 出 达
175.02 亿元，居 11 区第二。天河区当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26 家，是唯一
一个本年度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超
1000 家的区，每万名从业人员高新技
术企业得分为88.04分，在11个区中排
名第三。天河区每万名从业人员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为 13.33 家。同时，天河
区拥有优越的创新环境，创新平台建设
得分为 88.41 分，居全市第二，拥有国
家级创新平台31家，省级创新平台570
家，在广州各区中均排名第一。

南沙区创新发展势头迅猛。2020
年南沙区R&D经费支出为67.75亿元，
R&D经费支出增速达到 33.81%，全社
会 R&D 经费支出得分为 94.01 分，11
区中排名第二。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得

分为 62.33 分，在 11 个区中排
名较为靠后。

番禺区创新成效显著。番禺区高
度重视创新资源发展，全社会R&D经
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2.85%，全社会
R&D经费支出增长速度为 18.39%，全
社会R&D经费支出得分为96.68分，排
名 第 二 。 企 业 专 利 数 授 权 量 达 到
13855 件，在 11 区中排名第二。每万
名从业人员高新技术企业得分为89.61
分，排在全市第二。财政科技支出得分
为81.55分，排名较为靠后。

海珠区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成效
显著。2020 年国家级创新平台有 9
个，省级创新平台 199 个，孵化育成体
系建设得分为 71.89 分，排名全市第
三。但是企业R&D经费支出排名较为
靠后，需要进一步提升。

增城区的综合创新排名上升。
2020 年，增城区全面落实创新工作部
署，全区创新综合实力有效提升，综合
创新得分为 77.26 分，排名从上一年的
第十一位跃居第六。财政科技支出占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27%，地
方财政科技支出增速达到5.99%，分别
在11个区中排名第二和第三。

越秀区创新驱动显著。劳动生产
率为31.59万元/人，得分为96.65分，在
11个区中排名第二。2020年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 11.87%，规模以上科学研究与
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重点
服 务 业 营 业 收 入 比 重
12.6%，分别在全市
排名第三和第四。

花都区R&D人员指标较为突出。每万名从业
人员中从事R&D研究人员数为125.46人，得分为
73.83分，全市排名第四。创新平台建设得分为
62.95分，排名靠后，需要持续提升。

白云区各项得分排名较为均匀。2020年白云区
综合得分为74.23分，排名第九，相较上年下降了3个
名次。2020年白云区孵化企业数量为749家，孵化
育成体系建设得分为66.4分，全市排名第五。全社
会R&D经费支出得分为84.42分，劳动生产率得分为
75.32分，在全市排名较为靠后，还需进一步提高。

从化区科技投入指标具有一定的优势。财政
科技支出得分为85.10分，全市排名第四。其中，地
方财政科技支出增速为31.09%，位列11区首位。企
业R&D经费支出得分为93.35分，全市排名第四。
其中四上企业R&D经费支出总额占主营收入比重
为1.36%，全市排名第三。但是每万名从业人员高
新技术企业数得分为70.20分，劳动生产率得分为
71.79分，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得分为60.00分，在全市
排名较为靠后，需进一步提高。

荔湾区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2020年荔湾
区综合创新得分为73.98分，较上一年有所下降。
创新绩效指标具有一定的优势，2020年劳动生产率
为23.35万元/人，得分为87.09分，全市排名第五。
但是全社会R&D经费支出（83.56分）、每万名从业
人员中从事R&D研究人员数（66.64分）、企业R&D
经费支出（84.19分）和创新平台建设（58.40分）
等指标得分排名较为靠后，需进一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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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雨后的永宁街后龙山古树公
园，池塘水满、空气清新、花枝烂漫、绿草
如茵，一派清新怡人的景象。这里，是增
城区着力打造的一处“海绵城市”典型示
范项目。

近年来，增城区全域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实现海绵城市“共建、共享、共
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海绵达标
建成区面积 40.45 平方公里，占全区总
建成区面积的25.6%。

湾区青年驿站授牌现场 通讯员供图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道：越秀区长堤大马路、海
珠区革新路、荔湾区花湾路、天河区长福路等32条城市道
路的临时泊位标线和指示牌更新工程工作近日完成。4
月1日起，32条城市道路临时泊位按照《广州市中心六区
城市道路临时泊位使用费标准》启动实施收费管理。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道路事务中心按《广州市中心六
区城市道路临时泊位使用费标准》对越秀区长堤大马路
等32条城市道路临时泊位执行“累进式加价的阶梯式收
费标准”，并区分“重点区域、非重点区域”。其中，越秀
区长堤大马路、教育路和荔湾区光复路等12条城市道路
临时泊位实施重点区域的收费标准，第 1 小时（含 1 小
时）5元/半小时，第2、第3小时（含 3 小时）8元/半小时，
第 3小时以上 13元/半小时，单次连续停放最高限价工
作日328元/次（或者非工作日 263 元/次）。

越秀区梅东路、海珠区南泰路（东段）、荔湾区喜乐
路、天河区长福路等20条城市道路临时泊位实施非重点
区域收费标准，第 1小时（含 1 小时）2 元/半小时，第 2、
第 3小时（含 3 小时）3元/半小时，第3小时以上5元/半
小时，单次连续停放最高限价26元/次。

此外，为进一步缓解新能源车临时充电问题，广州市
道路事务中心组织实施城市道路临时泊位标线更新工
程，结合相关单位充电桩建设完成情况，把对应充电桩
的临时泊位调整为“充电专用泊位”：在越秀区梅东路
（36 个）、海珠区凤浦中路（21 个）、琶洲村新马路（70
个）、新港东路（21 个）以及天河区长福路（20 个）划设“充
电专用泊位”，共计168个。

在每个计费周期的收费时段内，新能源汽车首次在充
电专用泊位充电可以享受停车时长不超过1小时(含 1 小
时)的免费停车优惠；有未缴费记录车辆不享受优惠政策。

32条马路
临时泊位
4月1日起
收费管理 扫码可知32条道路

临时泊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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