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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5日，广药集团携广药白云山、康美药业火
速筹集500万元防疫药品物资通过广东省红十字会
驰援上海。捐赠仪式上，广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楚源代表广药集团将物资交接给广东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史先东。随后，广东省红十字
会将把这些捐赠药品物资运往上海，发放至上海各
医院和疫情最严峻的街道。

当前，上海正处在疫情防控决战决胜的关键时
期。为助力2500万上海人民尽快回归日常生活，广
药集团积极利用清明假期组织防疫物资捐赠工作。
此次捐赠的物资包括防护服、口罩等防疫急需物资，
以及白云山板蓝根颗粒、白云山小柴胡颗粒、羟甲香
豆素片、克感利咽口服液等药品，同时还有王老吉凉
茶、荔小吉、刺柠吉等饮品。

据了解，作为全球首家以中医药为主业进入世
界500强的企业和拥有红色血脉的国企，自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广药集团充分发挥医药健康行业龙
头的优势，积极承担作为省市药品药械和防控物
资储备承储单位的职责，坚持“不提价、不停工，保
证产品质量、保证公益为上”的“两不两保”承诺，
加班生产抗病毒药物，助力建立广州市“穗康”网
约口罩渠道。

今年以来，广药集团已携广药白云山和康美药
业两家上市公司先后向西安捐赠了 500 万元的抗
疫物资，向广东云浮和广西百色捐赠了 200 万元
防疫物资和教育抗疫物资，向香港捐出 300 万港
元防疫物资，向吉林、东莞、深圳捐赠约 300 万元
防疫物资。

截至目前，广药集团累计向湖北、广东、西安、广
西、上海、香港、伊朗、贝宁、斐济等地已捐赠药品、
防护物资约 3800 万元。广药集团旗下广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获评“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
体”；集团旗下白云山光华公司获评“广东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重要贡献企业”。

李楚源表示，广药集团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继
续发挥好国企作用，在抗击疫情、推动中医药发展等
方面扛起“广药责任”，彰显“广药担当”，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贡献。

同心守“沪”！
广药集团捐赠 500 万元

药品物资驰援上海

文/图 陈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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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通讯员
罗瑞娴、谢子亮报道：4月2日，人民
银行官网发布消息显示，广州成功获
批国家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

记者从南沙开发区人才局、金
融局了解到，南沙区各大商圈及景
区已有不少场景开始使用数字人
民币消费，人才局还使用数字人民
币向区内10位高层次人才兑现安
家补贴，成为全国首个以数字人民
币形式发放人才奖励补贴的案例。

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
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具有“支付即
结算”的特性和便捷安全的特征，在

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货币及支付体
系运行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收到数字人民币人才补
贴的 10 名高层次人才，除了内地
人士外，还包括了港澳人才，意味
着港澳人士在南沙也可以使用数
字人民币了。他们纷纷表示，补贴
通过这种形式发放，方式很新颖，
直观、高效又安全。来自广州先进
技术研究所的蒙海林博士，收到数
字人民币补贴后，还第一时间到创
享湾进行了消费体验。

“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补贴

资金，可通过智能合约的功能实现
补贴定向发放，有效防范资金拨付
终端可能存在的截留风险；同时，
数字人民币的‘可控匿名’特征，可
最大限度上守护使用者的隐私安
全。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试点
经验，适时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南沙
人才奖励补贴中更大范围的应用，
为人才提供安全性更高、获得感更
强的奖励补贴领取方式，持续优化
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南沙开发区
人才发展局有关负责人如此表示。

除了人才补贴使用数字人民
币发放之外，南沙公证处、生态旅

游场景、商圈消费都已完成数字人
民币应用开发。

在南沙公证处，群众在公证处
现场可实现业务办理离线支付、便
捷支付，缴费后资金及时免费结算
到公证处数字人民币账户，登录系
统可即时对账。

目前，南沙天后宫、湿地公园
已实现线上线下一体的数字人民
币消费体验，游客可实现数字人民
币扫码购买门票。

商圈消费方面，TIMETABLE
粤港澳青创基地已实现数字人民币
扫码支付点餐消费。创享湾为粤港

澳青年创业者打造活跃的创业社
区和生态，连接更多年轻人及平台
资源，引进港澳优秀的科技创意项
目，提供完善的孵化服务，让港澳
科技创意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此外，南沙区万达广场、悠方
天地商圈目前已落地面包印象、雅
兰床垫、翠福水果店等商家。通过
数字人民币收款，老百姓可下载数
字人民币APP或使用银行APP使
用数字货币，商家通过数字人民币
收款资金实时到账，提现到银行卡
无资金清算费用和提现费用，发挥
数字人民币普惠优势。

全国首创！
广州南沙用数字人民币给人才发奖

广州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打通商贸旅游两大板块

广百和友谊全市22家门店、广之旅全市
18家门店均可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市民体验数字人民币 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悦、
黄士报道：4月 6日，广百股份
和 建 行 广 州 分 行 在 广 州 北
京路举行启动仪式，合力推
广 数 字 人 民 币 业 务 。 羊 城
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广
州，岭南商旅集团旗下的广
百和友谊全市 22 家门店、广
之旅全市 18 家门店均可使
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成为广
州 首 批 应 用 数 字 人 民 币 的
商贸、旅游企业。

数字人民币融入
广州百姓生活

随着数字人民币登陆广
州，作为广州地区经营规模最
大的国有控股零售企业，广百
股份在正式试点前便紧锣密
鼓地筹备数字人民币测试上
线工作。

记者 6 日在广百北京路
店看到，商场内的百货和超市
都在显眼位置推广数字人民
币业务。广州市民严小姐在
某品牌珠宝专柜购买了一款
首饰，支付时第一次使用数字
人民币支付。下载数字人民
币APP并开通钱包后，支付时
只要打开APP，调出支付二维

码，收银台工作人员用扫描工
具“嘀”一下，就完成了付款
175.60 元。广百收银员告诉
记者：“商品总价是 225.6 元，
现在搞活动，使用数字人民币
支付可优惠50元。”体验后严
小姐表示：“使用起来还是很
方便的。”

数字人民币的开通流程
也比较简单，只需下载“数字
人民币”APP、输入手机号注
册、开通钱包即可体验充钱
包、转账、收付款等功能。若
要升级钱包，则需进一步绑定
银行卡进行实名认证，升级后
可享受更高的支付额度和钱
包余额。

据介绍，目前岭南商旅集
团旗下的广百和友谊全市 22
家门店、广之旅全市 18 家门
店 均 可 使 用 数 字 人 民 币 支
付。为大力推动数字人民币
应用，广百股份携手建设银
行广州分行打造应用标杆示
范点和支付新生态。同时，基
于 数 字 人 民 币 和 建 行 生 活
APP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推
广期间在广百北京路店就有

“百货 200 减 50”“超市 20 减
18”的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体验。

有商家一年可省
几百万手续费

据 建 行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使用数字人民币收付可
免 收 手 续 费 、资 金 实 时 到
账、支持匿名支付和实名支
付，有效保障交易双方的资
金安全。

这对商家而言是个大利
好。以岭南商旅集团为例，若
是全部使用数字人民币收付，
单是免收手续费一项，一年就
能省下几百万的手续费；资金
实时到账，也为企业增加了流
动性。

据介绍，岭南商旅集团
紧 跟 国 家 战 略 规 划 和 数 字
经济热潮，商贸、旅游、食品
等 业 务 板 块 加 速 推 广 普 及
数 字 人 民 币 支 付 的 业 态 及
应用场景，提升市民体验。
其中，集团旗下商贸板块广
百股份、旅游板块广之旅携
手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广 州 分 行
共 同 为 市 民 打 造 数 字 人 民
币支付新体验，成为广州首
批应用数字人民币的商贸、
旅游企业，实现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大融通。

底数清则方寸明。启动“十
古”保护工作之后，为了更加细
致、全面地摸清古遗存“家底”，
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编
撰了《黄埔区古遗存总览》《黄埔
区十类古遗存保护及活化利用
项目实施清单（第一批）》等6册
系列丛书。其中，古遗存总览图
册将黄埔“十古”的老照片、老故
事、老传说，分区域、分类别用图
文画册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十古’保护工作中，我们
联合基层社区和乡村完成一批非
国有文物保护工程，充亭凌公祠、
凌鸿年宅、边岗文塔、端圃家塾等
得到了全面修缮，很多非国有文物
得到新生，充满活力。”陈文聪说。

制度清更要落地实。围绕
“十古”保护，黄埔区新招迭出：
出台广州首个区级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实施意见，推出全国首个
导航类应用软件文化保护对象
地图，聘用全省首名文化遗产检
察官，实施全市首个“屋长+保
护责任人”制度、构建“1+N”保
护传承政策机制体系、创新“互
联网+保护”……

“我们想方设法把名城保护
工作变得更接地气、更贴近生
活。”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相关处室负责人李贤说，
“在百度地图上对全区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对象进行标注，老百姓
手指轻轻一点就能了解保护信
息，公众参与进一步强化了制度
落地执行的实效性。”

传“物”更要传“神”。文化
传承既要有实物保护，也要有精
神传承。目前，黄埔区在全区建
设了203个方志驿站，实现方志
驿站街镇全覆盖。打造“活力史
志话广州”黄埔讲古堂文化品牌，
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区级“讲古人”
队伍，走进村社、学校、企业、机
关，传扬岭南文化、延续黄埔历史
文脉。值得一提的是，“讲古人”
队伍还将向基层下沉，保证每个
村（社区）至少有1名“讲古人”，
每个学校至少有2名“讲古人”。

“黄埔‘十古’保护工作并非
只是将看得见的物进行拉网式
摸查、精细化管理、全天候式的
保护，而是注重挖掘附着在‘物’
上的‘神’，也就是遗存所蕴含的
故事。这些故事为村史村志的
编辑、地方文化活动开展提供了
资源，也为历史遗存的活化利用
提供了基本依据。这种做法，具
有开创性的意义。”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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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南宋、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莲塘古
村，最近热闹了起来。村里的青莲戏台
上，粤剧声宛转悠扬；时四陈公祠内，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非凡正手把手教学

粤剧；村口百年榕树下，文化学者、规划专家、村民
代表围坐一席，畅谈“十古”保护。春日暖阳，粤剧
声声，700多年的古村正焕发着新的生机。

莲塘古村里专家们所探讨的“十古”，即古
村、古树、古屋、古庙、古巷、古道、古塔、古井、古
桥、古码头等十类古遗存。今年以来，黄埔区在
历史文化保护方面不断发力，对辖内十类古遗存
的文化历史信息进行系统梳理、挖掘、保护。该
区今年投入5800余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文化遗
产保护，其中博物馆专项经费达5270万元。出
台广州首个区级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实施意见，推
出全国首个导航类应用软件文化保护对象地图、
全省首名文化遗产检察官、全市首创“屋长+保
护责任人”制度。设立古树名木电子地图系统，
全区古树建立一树一档“一张图”。此外，该区
还组建了一支从区到村的“讲古人”队伍，开设
“讲古堂”系列文化讲坛。

知止而有得，谋定而后动。在全面摸清“十
古”家底的基础上，黄埔区广泛征集专家、学者、
村民各方意见，为全区城市更新建设、社区环境
治理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思路借鉴，在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中，凸显浓墨重彩的历史文化遗
产底色，在活化保护中见人见物见生活。

走进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莲
塘村，远远可见清濯桥一侧立着一
棵 20 米高的参天巨榕，像一把张
开的大伞福荫着这片土地。“这棵
古树就像是我们的长辈一样，见证
了我们莲塘村世代变迁。”莲塘村
村民、村史编写人陈耀松说，大榕
树在莲塘村无人不知，相传是莲塘
村陈氏始祖陈时四开村时种下，
700多年间多次濒临死亡，又多次
复生，越来越茂盛。

老树常青不仅成为莲塘村的
佳话，亦成为黄埔区“十古”文化遗
存保护及活化利用工作成效的真
实写照。在村民陈耀松的印象中，
过去莲塘村不少村舍倾颓、村貌破
旧，而如今街道十分重视古遗存保
护，挖掘它们背后的故事，编号挂
牌，专人巡查，还编撰村史。“有了
规划和记录，未来子孙世代能够一
直传承下去，莲塘的‘根’也就守住
了。”陈耀松感慨地说道。

据统计，黄埔区登记在册的古

树名木数量为 5208 株，约占广州
市 古 树 名 木 总 数 的 53% ，约 有
3096 株散生在自然村落的房前屋
后。去年12月，《广州市黄埔区全
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方案》正式印
发，其中明确“开展古树名木的信
息化、数字化、智慧化全生命周期
管理”。应用三维 GIS 信息技术，
建立一树一档“一张图”，全区古树
全部纳入古树名木电子地图系统。

记者了解到，当前，黄埔区长
岭街道正在实施“古树故事”保护
项目，依托辖内东江纵队革命旧址
等红色资源，挖掘古树名木相关的
历史故事，拍摄村民口述视频，人们
可以扫描树上二维码，读懂古树背
后的历史。此外，摄像头及振动位
移传感器等高科技装备也被应用到
古树名木的保护中，对古树的生长
环境、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尊
重历史、尊重民俗、尊重群众需要，
就会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长
岭街道党工委书记沈凯有感而发。

底数清则方寸明
文化传“物”更传“神”

一树一档“一张图”
5208株古树名木全部上线电子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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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粤剧的孩童们在莲塘村古祠堂里练功

莲塘村
是中国传统
村 落 、广 东
省历史文化
名 村 ，大 祠
堂彰显了莲
塘村古老的
内涵
肖昆华 摄

A

B 祠堂粤曲咖啡香
历史文化古遗存“活”了起来

C

新 力活
广州黄埔：

在黄埔区 701 处十类古遗
存当中，莲塘村的古遗存占了
36 处。除古树外，这里有始建
于宋代的 12 口古井，建于清代
的时四陈公祠，20世纪 50年代
建成的青莲戏台、公社食堂，以
及鸿佑家塾、秀昌书舍、友恭书
室等岭南特色古建群落。然而
就在一年以前，莲塘村还是一座
萧条破败的小山村，古村的道路
遇上雨天，踩一脚都要陷到黄泥
里。黄埔区积极发挥党建引领，
由区属国企知识城集团牵头，带
领一支黄埔铁军，一头扎到了莲
塘村里，以“乡村振兴+古村保
护+城市更新”的组合拳，为这
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时四陈公祠内，中国

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州市政协
委员吴非凡时常带着自己的学
生唱戏学艺。孩子们施粉黛、着
戏服，在青砖黛瓦的青莲戏台上
展示着粤剧艺术的魅力。“莲塘村
丰厚的历史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土
壤。粤剧是我们岭南文化的一个
大IP，粤剧艺术出现在岭南古村
落里，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融合。
在这里成立少儿粤剧传承基地，
让孩子从文化传承中汲取营养，
使粤剧课堂更加鲜活，也助力古
村繁荣更新。”吴非凡说。

经过精心修缮、科学运营，
如今的莲塘村处处散发着新的
文化活力。对外开放的“链咖
啡”馆、“荷塘月色”茶室、“爱膳
莲塘”餐厅、九佛莲塘“懂通实”

活力馆、莲塘家风馆、黄埔图书
馆莲塘分馆……新旧之间的碰
撞让历史文化古遗存“活”了起
来，也吸引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
年轻村民回乡创业工作。在“链
咖啡”馆里打工的村民于东连
说，回村前她根本想不到莲塘的
变化会如此之大，自己嫁到莲塘
已经十余年，如今在风景如画的
家门口工作，她感到非常幸福。

“文化传承要‘见人见物见
生活’，黄埔区‘十古’保护及活
化利用工作通过分区域、分类别
呈现区域历史文化全貌，多手
段、多渠道传承古遗存历史文
化，推动文化、科技、产业共融，
保护成果让群众共享。”黄埔区
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陈文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