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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街食饭买餸派利是！
广州天河区解除车陂街内“三区”管理，市民庆祝方式颇有仪式感

面对黎婆婆的连连道谢，天河区
车陂街道慧雅社区居委会主任汤燕表
示，日常时也是这样服务的。“对特殊
群体的帮助一直在进行，他们的需求
都写在本子上、记在心里。”连续十天
上岗，汤燕每天要处理许多事项、对接
各个服务专班，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

昨天一大早，汤燕就来到小区门
口，准备迎接解封的居民。很多人出
门时看到她，都会亲切地打招呼。汤
燕手上还拿着一袋钥匙，“有些居民去
集中隔离了，委托我照顾家里的猫
狗”。据介绍，有的狗狗不能吃狗粮，
她还会根据居民的要求准备对应的食
物。封控期间，车陂街道成立了专
班，负责上门照料独自在家的宠物。

像这样满足特殊需求的专班，封
控、管控区内共有九个，覆盖独居老
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等群体。自4
月16日起，车陂街部分区域被划定为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近2700人隔
离在家。车陂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天投入近 300 人，24 小时在岗，通
过热线电话、专人上门等方式提供全
天候服务。

“解封”不等于“解防”。车
陂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
莺表示，解封后还会安排
部分医生护士，为密
接、次密接人员的居
家隔离提供核酸
检测等服务，
严把疫情防
控关。

走出小区大门，林先生笑容大
好，欣喜之情连口罩都遮不住。解封
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上老
妈吃饭庆祝：“中午去酒楼食饭，加
餸！”邻居吴女士也有同样的想法，
她打算去对面的菜市场买条新鲜的
鱼：“好久没吃鱼了，解封是件喜事
啊！”恰好是午饭时间，不少居民拎
着菜篮子去菜市场采购，有的不到几
分钟已经买完赶着回家。

下楼时碰到老友的刘阿姨赶紧
上前与之拥抱，虽然每天都跟对方在

微信上聊天，但见面还是让她十分欣
喜。更让刘阿姨开心的是，她见到了
想念已久的孙女，立马给孙女送上红
包：“利利是是，希望顺顺利利。”原
来，老两口跟孩子住在一个小区，但
在不同楼栋。封控期间，一家人无法
见面，这也是两位老人第一次跟孙女
分别这么长时间。

除了出门买菜、见老友，不少居
民专门来到小区门口，向辛苦服务的
志愿者、社工及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
谢。“幸好有他们，不然我一个人都

不知道怎么办。”今年五十九岁的黎
婆婆独自居住，她回忆，当时自己的
健康码突然变红，心里很慌张、十分
无助。就在这时，她接到了居委会的
电话，工作人员耐心地向她解释，抚
慰了她不安的情绪。

最让黎婆婆印象深刻的是，有一
天，下着大雨，工作人员还坚持送物
资上门。隔离期间，她收到了米、油
和鸡蛋，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吃完。回
想起十天来的点点滴滴，黎婆婆感
觉，居民跟社区心连着心。

日前，2022年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日程安排正式对外发布，一年
一度的招生升学季如期而至。从招生
时间到考试科目、从录取方式到学区选
择，招生求学牵动着千家万户。今人为
了求学可谓用心良苦，古时在广州求学
又如何呢？古人也有“学区房”的概念
吗？本期的《粤讲粤有古》带大家一起
回溯古时广州的求学故事。

据叶曙明所著的《广州传》记载，广
州的文教起步并不算晚。早在南越国
时代，广州已开始兴办学校。《广东通
志》里提到，广东“入汉以后，学校渐
弘”；三国时虞翻在广州聚徒讲学，门徒
有数百人。到了唐代，韩愈被贬广东，
也致力于创办学校。

宋朝庆历年间 ( 公 元 1041 年 至
1048 年），朝廷颁布诏令，让州县立学，
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
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三百
日，方可以应举。广州郡守奉诏，将蕃
市附近的一座孔庙改建为州官学，这是
州一级的最高学府，也称“广州学宫”。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州、
县三级，广南东路管辖广州，广州管辖
当时的南海、番禺、清远、东莞诸县。地
方的官办学校只有州县两级，路这一级
无学校，只负责督促州、县置学。根据
记载，县学生优秀者，可升入州学；州学
生优秀者，可升入中央一级的太学；太
学毕业，就可以踏入官场。

广州学宫开办后经过几次搬迁。
1096年，州学迁到了番山下，就是今天
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市一宫）所在
地。学宫的大门对着当时的城墙，有些
人认为风水不好，不利于科进。绍兴二
十七年（公元 1157 年），经略苏简在城墙
上开了一个门，起名为“步云门”，后改
名“冲霄门”，清代又改为“文明门”，有

“平步青云”与“文教昌明”的含义。
教育兴起、府学兴办，各地学子一

到考试季或升学季就云集广州。府学
周边（即今学府西街、文德路一带）的房
子顿时供不应求，房租应声而涨，还出
现了“群租”“短租”等各种名目。

当时，“包租公”这一行当就已经出
现。房东们还学会了打广告——当年
俗称“赁贴”，将广告贴在自家待出租房
屋的墙上或门前。由于赁贴常被一些
无聊的“杂人”撕去，房东们不胜其烦。
官方还专门出台规定，禁止这种“损人
不利己”的行为。

其实，不止附近的居民想赚一笔，
连广州府学的管理者也抵挡不住诱惑，
做起了房东生意。学校的管理者将用
来出租的房子呼做“房廊”，而且正大光
明，因为全国的学校都这样做，朝廷也
认可这种做法。挣来的钱主要用于学
校发展，可以减轻财政负担。

据记载，当时的广州城里不仅有私
宅出租，还有“公租房”出租，官方在官
地上修建专门用于出租的房屋。

如今租房，往往要求助于中介或网
络。在古代，学子们要租这些房子，也
要经过“中介”。当时的地产经纪俗称

“牙人”，也有自己的行会。按照朝廷规
定，房东与租客绝不能直接交易，必须
由“牙人”在中间作保，督促双方签订合
法的契约，并且到官府报备、交上一笔

“租赁税”，这交易才算合法。
如今的学生求学，虽然已经和古时

追求致仕的初衷不完全相同，但大家对
于“就近入读”的追求却差不多。

2021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
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
要求持续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
义务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突出加强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环节这个事关全局的重
点，逐步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均等化。

当教育资源逐步走向均等化，家长
们则有望不再为“就近入读”而头痛。

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
节。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4月也是
广州读书月，今年的主题是“书香传承
笃信前行”。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如何
安放一颗读书的心？广州各区主动作
为：线上，通过直播讲座、云端展览等方
式满足群众的阅读需求；线下，拓宽阅
读空间的脚步继续前进，将图书馆搬进
社区、学校、创意园区。

打破空间限制
云端感受阅读之美

4月8日以来，广州发生新的本土疫
情。出于疫情防控考虑，广州各区不约
而同地将读书活动搬到云端，通过直播、
线上展览等方式满足群众的阅读需求。

孩子们足不出户，在家也能“追星逐
月”。4月22日，在中国卫星气象领域科
学传播专家曹静的带领下，海珠区中小
学师生在星辰大海里“尽情遨游”。从载
人航天到深空探测，曹静娓娓道来，牢牢
抓住了孩子们的心。尽管隔着屏幕，大
家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天的直播讲座吸
引了近100万人次在线观看。

同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分享在黄
埔区举行。国家一级作家、《乌江引》作者

庞贝“云分享”小说背后的创作故事，
“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们从光荣的
革命传统中汲取伟大精神力量”。

从“辞海中的书法艺术”到中华
名人家风家训，天河区本月宣布推
出传统文化系列展览，读者朋友登
录天河区图书馆官方网站便可观
看。其中，书法展共有63幅作品，
共选取五种字形，展现书法艺术。

世界读书日当天，番禺区启动
了云端书展，首批1173个种类书籍
分批“上架”，涵盖经济、科技、少儿、
社科、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据介
绍，根据线上读者反馈的书目需求，
将逐步增加、调整书籍品类。未来，

读者还可以参加“你选书，我送礼”活动，
享受5折至8折优惠。

除了阶段性活动，一些常态化阅读
服务也逐渐上“云”，方便群众随时随地
看书。越秀区就依托“广府学宫阅读
馆”推出广府学宫“云课堂”，打造线上
阅读平台，同时提供图书阅读、电影阅
读等“夜阅读”服务。

延伸服务触角
图书馆开进社区学校

疫情之下，各类群体活动都或多或
少受到影响，但这并没有阻挡大家阅读
的热情。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孩
童，书籍的狂热粉丝到处都是。在黄
埔，一名“二孩”妈妈年度借阅量超500
本；在南沙，一年新增读者 3.3 万人，甚
至有远在大洋彼岸的外国友人自助办
理读者证。

面对群众日益高涨的“读书欲”，广
州各区如何拓宽渠道，让书籍与读者的
距离再度缩小？4月21日，越秀区迎来
了阅读新阵地、全区第 100 家图书馆
——广府学宫阅读馆。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越秀区图书馆还联合区内 70 所
中小学打造小书虫图书馆，让学生们的
校园阅读又有了新选择。

4月22日，荔湾区图书馆与学腾幼
儿园结成联盟馆，将幼儿园图书馆建设为
公共图书馆的通借通还服务点。据了解，
小童和家长凭荔湾区图书馆的借阅证即
可在广州市任一公共图书馆借还图书，并
可将图书拿到幼儿园的图书馆进行归还，
这将更好服务幼儿阅读和亲子阅读。

图书馆不仅广泛进入小区，如今，
街道社区、创意园区内也可以嗅到书香
味。在增城，图书馆覆盖全区 13 个镇
街。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极具艺术主
题的天河区图书馆T.I.T 超级客厅分馆
正式对外开放，居民能够享受免费、便
利、标准统一的公共图书馆服务。

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讲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粤有古

扫码听音频

早前，2022 年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
作日程安排正式对外发布，一年一度嘅招生升学
季又到了。招生求学可以话事关家家户户，由招
生时间到考试科目、由录取方式到学区选择，家
长、学生都好“头痕”。如今大家为咗求学，可以
话用心良苦。古时喺广州求学又如何呢？古人
求学有无“学区房”？本期的《粤讲粤有古》带大
家一起回溯古时广州的求学故事。

为上学而租房？古代广州也有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曾潇

广州读书月，各区多举措推进全民阅读

家门口读书通借通还
线上线下共享阅读好时光

远望天池，犹如山间两滴眼泪；
近看天池，不难发现，其周边裸露
着非常规律的石层，有人工开凿的
痕迹。“这里以前一直是一个采石
场。”在走访中，新龙镇党委副书记
何良新讲述了天池背后的故事：
2015 年之前，天池还叫裕丰石场，
采石历史近十年，采石时形成了这
两个三十多米深的大坑。在群峰起
伏的东郊“绿肺”中，这两座采石场
就像是山里的两块疮疤，噪音和粉
尘污染明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
了保护生态环境，区里和镇上决定
关停采石场，盘活复绿，恢复生
态。”何良新介绍，就此，采石场成
为过去，天池雏形出现。那么，天
池中的水从何而来？何良新说，这
里的水是天然形成的：“天池被群

山环绕，这两个大坑有 30多米深。
从前采石时就不断有山间水蓄入，
但那时边采边抽水，所以基本看不
到水。后来采石场停工之后，就天
然蓄成了如今的湖水。”

天池最初并不被大众所知，只是
在驴友圈中有些许知名度。近一年
来，这里成为互联网上炙手可热的网
红打卡地。“周末人流量最高，一度达
到一万多人。”何良新介绍，随着游客
人数激增，相应的配套设施也在不断
完善。如今麦村去往天池的路线是
在2022年初修好的，到达天池只需
半小时；油麻山和华峰寺也有相应
路线，大多是山路，时长约五六个
小时。他表示，目前黄埔区正在规
划“乡村振兴带”，未来油麻山、金
坑河、麦村、天池会连成一条线路，
配套设施都会不断完善。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讯员增
宣报道：“以前办参保业务，我要先到
医保服务厅打印清单，然后才能到办
税服务厅缴费，来回一趟就要花费好
几个小时。现在不用两边跑，半小时
就能办完，非常方便。”近日，前来办
理医保缴费的熊先生对广州增城“医
保+税务”业务联办窗口的设立连连
点赞。

为进一步优化参保缴费便民服
务，解决群众在医保部门和税务部门
办事“两头跑”问题，广州增城区政数
局协调区税务局、市医疗保险服务中
心增城分中心，在区政务服务中心B
区医保服务厅和办税服务厅互设联办
窗口，推行“医保+税务”业务联办新
模式，为群众提供便民高效精准的服
务，让群众进一间门，办成两件事。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在增城区政务
服务中心B区医保服务厅和办税服务
厅看到，两边均设置了一个联办窗
口。税务部门和医保部门通过互派人
员分别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
厅、办税服务厅，参保人在联办窗口办
结本部门业务后如需办理对方部门关
联业务的，由驻点联窗工作人员现场
直接受理并办结联办业务，无须重新
取号、排队。疫情期间，联办模式有效
分散办理人流、减少排队时间，避免人
员聚集发生交叉感染。

据办税服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联办窗口可办理业务13项，主要针对
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共同服务对象的
高频跨部门关联业务，如退休状态修
改、待遇解冻、险种调整、退休延缴医
保、基本信息变更等业务。通过联办
模式，群众参保缴费办理时长大大压
缩，实现医保缴费全流程提速增效。
据统计，自设立以来，联办窗口累计办
理业务超 960 笔，提供信息咨询 750
余人次。

“医保+税务”业务联办窗口的设
立，是增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优化
营商环境、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的成果体现。去年以来，增城区
政数局聚焦企业和自然人全生命周
期，联合区有关职能部门，先后推出
了“出生一件事”“身后一件事”“换房
一件事”“我要开餐馆”“我要开药店”
等百多项“一件事”服务套餐，实现了
群众身边事“一次申请、一张表单、一
套材料、一窗受理、一次办结”的服务
模式。

接下来，增城将继续加大协调力
度，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一
件事一次办”，向“办得快”“办得好”

“办得全”转变，切实提高群众办事的
获得感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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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解
封了！”4 月
26 日 12 时

一到，广州天河区
解除车陂街内“三
区”管理，广氮花园
北环街小区门口的
水马准时撤开，居
民纷纷下楼鼓掌、
欢呼。经历了 10
天的居家隔离，大
家在欣喜之余，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辛苦了”。

上门喂宠物
九个专班服务暖心

小区重新热闹起来拥抱加欢呼

文/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图/通讯员提供

广州增城推行
“医保+税务”业务联
办模式

进一个门
办成两件事

原是石场换新颜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山间天池

在广州市黄埔区油
麻山东侧、新龙镇麦村村
石牙顶上，藏着两湾静谧
的湖水。网友称之为“天
池”，也有驴友叫它“遗落
人间的两滴眼泪”。一大
一小两个天池静静地卧
在群山之中，湖水泛着特
别的蓝绿色，周边梯田状
的峭壁层层环绕，十分美
丽。最近，这块秘境在互
联网上“出圈”了，成为许
多网友钟爱的网红打卡
地。“天池”是否自然形
成？环绕天池周边的梯
田形峭壁是怎么回事？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实地
走访油麻山，寻找“天池”
背后的秘密。

文/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图/黄闻禹 1 湖水为山间天然形成

2天池边藏着百位粤菜师傅

从天池下山后，沿着麦村行
走，陆续可见许多农庄菜馆。羊城
晚报记者了解到，麦村是远近闻名
的“厨师之乡”，仅仅 1000 多人口
的小村累计涌现了 100 多位粤菜
师傅。“改革开放后，村里许多年轻
人外出打工，最开始就是做厨师。
后来有人做强了就带着村里的兄
弟一起做，慢慢就形成了如今的规
模。”粤菜大师吴锐锋是村里第一
批外出打工的人，如今他在福建一
家五星级酒店做厨师，村里的不少
厨师都是他的徒弟。“现在村里发

展越来越好了，我年纪也大了，想
回乡自己开店创业，助力乡村振
兴。”吴锐锋说。

麦村如今共有22家农庄，以客
家菜为主，每到周末烟火气满满。

“过去这里靠山，土地贫瘠，很贫
困。现在发展好了，村里22家农庄
一年总产值大概有700万元。加上
25个士多店和房租的收入，村里年
收入可以达到800余万元。村里的
土地也流转给有实力的企业，农民
每年每亩地还可以收入 1000 多
元。”麦村村老书记吴伯湖向羊城晚
报记者算着这笔账。

2019年，麦村被评为广州市美
丽乡村，2020年成为黄埔区美丽乡

村精品示范村。短短两年多时间，
这个昔日的贫困小山村发生巨大改
变。除了粤菜师傅和乡村旅游这两
张名片，村里还积极引进相关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目前村里与广州开
发区的国企合作，建设无土栽培精
品农业产业园，种植大量有机蔬菜，
游客可免费参观。“像这个种植槽里
种植着玉米和菜心两种作物，三个
月收一茬玉米、三茬菜心，一亩可以
收益 10万元。”广州开益绿色时代
生态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荣
贵介绍，现在产业园内有30多个工
人是麦村村民，扩大规模之后还会
继续雇佣村民，让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

增城

记者探秘广州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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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纷纷下楼鼓掌、欢呼

记者
巡城

海 珠
“ 星 空 ”图
书 馆 吸 引
了 不 少 年
轻 人 来 读
书、打卡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