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当天，3台“城市记忆大
巴”正式亮相。在它们的车身
上，均印有“追寻羊城文脉 留住
乡愁记忆”的主题文字。三台

“城市记忆大巴”根据自身主题，
分别进行设计。

“寻迹羊城源地”主题巴士
的车身以浓重而古典的墨绿色
为主色调，彰显千年羊城历史文
化的厚重感。车身围绕“五仙乘
羊赠穗”传说，以群山环绕和潺
潺绿水为背景，串联起五羊石
像、五仙观、光孝寺、南越王博物
院（王宫展区）、镇海楼等羊城古
迹和醒狮、赛龙舟等非遗传统文
化，五色彩带和金色稻穗贯穿其
中，唤起老广州人对羊城历史文
化的回忆。

“老广州新风情”主题巴士
的车身则以鲜绿

色为主色调，展现常年树木苍翠
欲滴、繁花姹紫嫣红的广州街头
景象。车身左侧描绘中山路骑
楼老街、百年国货店等历史建筑
以及穿着民国服装的行人互动
画面。车身右侧以东山风情为
主，描绘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
东濠涌、天字码头等历史景点。
车尾描绘了广州老城区改造的
一个示范点——惠吉西，整体展
现了广州的城市面貌。

最为特别的是“红色文化”
主题巴士。这是一辆双层巴士，
整体采用了中式配色结合传统
红丝带的元素，车身上描绘了毛
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旧址、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广
州起义烈士陵园、团一大纪念
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旧址
等红色地标。车身描绘了朵朵
鲜红的木棉花，车身两侧的“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红

色文化”与“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字样交相辉映，营造浓厚
的红色文化氛围。

据广州巴士集团党群工作
部部长陈莉莉介绍，3台“城市记
忆巴士”投放在107路、旅游1路
和 B3 路车上，公交线为定制服
务公交线。“这些公交线，可以根
据市民的需求进行‘私人订制’，
有需要的市民和团体可以通过
拨打如约定制服务热线电话
（020-87006546）与我们联系。
或者通过选择‘广州如约巴士’
小程序里的‘团体用车’功能，提
出定制需求。我们将有专人提
供服务。”陈莉莉说。

记者了解到，“城市记忆大
巴”除了上述定制公交线外，还
可提供“城市记忆大巴研学”“广
东省红领巾巴士学堂”“红堡垒
流动课堂”等服务，车内配有志
愿者讲解、车载语音导览，在移
动的车厢内开展研学课堂，将静
态学习变为动态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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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一：百年家塾

科甲社区历来崇文颂德，明
清时期，该社区就建有玉富家
塾、兆宏家塾、进郁家塾、应和书
舍等家塾。它们排列而建，青砖
瓦窗，形成了古建筑群落，是科
甲社区独有的文化瑰宝。

其中，玉富家塾建于清同治
五年丙寅仲秋（公 元 1866 年 8
月），是科甲家塾中“岁数最大”
的建筑，距今已有 150 多年历
史。科甲村民历代重视文化教
育，建村400多年无一文盲。

应和书舍建于民国癸酉冬
日（公元 1933 年 11 月），由广东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伍观淇和他
的副官杨君智（少校参谋，科甲
水人）筹建，曾经是科甲水自卫
团的活动基地和出征地。1938
年 10月 21日，广州沦陷。伍观
淇的副官杨君智回到科甲挑选
了22名有志青年组建了科甲水
抗日自卫团，参加了江高之役、
赤泥、白泥之战和兴仁市之战等
重要战役，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解
甲归田。可以说，这里既见证了
科甲人抗日时期的惨痛瞬间，也
凝聚了科甲人浓浓的爱国情
怀。直到今天，“伍观淇”的名字
仍刻在应和书舍的门头。

地标二：清风桥

家塾群周边有一座观光石
桥，名为“清风桥”。这座桥的名
字和当地的一个杨氏先祖有

关。东汉名臣杨震被公认为是
杨氏家族的发脉祖先，为官清正
廉明，从不私下接见任何人，也不
允许家里人询问他的公事。后来
官至太尉，除了他应得的薪饷外，
其他财物全部都归入公家。此
外，杨震还常常教育子孙要疏食
来节省家用，出门靠步行，不能坐
公车。人们见他做了大官，家里
却还是那么清苦，便都劝他整治
产业来留给子孙。杨震却说：“让
后世的人，称我的子孙为‘清白官
吏的子孙’，用这个当做遗产，不
是已经很丰厚了吗？”由此，“清白
传家”的美誉传诵至今。

地标三：飞榕树

科甲社区一株拥有 400 多
年历史的老榕树，因树木高大，
约有五层楼高，又被村民叫做

“飞榕树”。关于这棵榕树，村里
流传着一个传说：新中国成立
前，因天气特别炎热干燥，榕树曾
经一度濒临枯死。广州解放后的
某一天，一群鸟儿飞来，衔起种子
播撒，终日不离开，最后这棵老树
竟然奇迹般焕发新生。现在还能
看到，这棵榕树的树干新老参半，
颜色较浅的为老树干，颜色较深
的就是群鸟播种长出的新树干，
新老交缠，融为一体。400 多年
来，这棵榕树见证了科甲杨氏先
祖迁徙繁衍的悠久历程，村民睹
物思人，从对先人的追思衍生到
爱榕护榕的浓厚情怀，把古榕变
成了科甲人乡愁记忆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部分。

“听”老物件讲旧历史

白云这个百年古村
留下诸多“地标”

羊城晚报记者 李春炜 实习生 谢绮琪 通讯员 王益

广州动物园大嘴家族添喜

“七仔”满月与市民相见啦！

广州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
重要策源地，越秀区是广州最古
老的中心城区和行政、商贸、金
融、文化中心，拥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记者在首发仪式现
场了解到，此次广州市越秀区融
媒体中心联手广州巴士集团，精
心设计了 8 条不同主题的羊城
历史文化公交线，将越秀区多个
红色史迹、历史景点“串珠成
链”，为广大市民提供“一站式”
羊城历史文化沉浸式体验服务。

主题公交线的设计主要分为

“岭南文化路线”与“红色文化路
线”两大板块。其中“岭南文化路
线”包含寻迹羊城源地线、南粤文
明遗珍线、老广州新风情线和微
型博物馆游线。在“红色文化路
线”板块中，则包含了革命先行者
线和红色经典一日游等公交线。

对于公交线的设计选择，主
办方表示，广州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五仙乘羊赠穗”的传说从
惠福西路开始，农民运动的火
种、广州起义的枪声沿着中山路
蔓延，旧南海县社区改造、新河

浦东山洋楼建筑群展现了广州
这座老城市的新风情。

广州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张
海燕在活动致辞中提道：“广州
公交伴随着城市发展变迁，一路
同行，见证广州的腾飞。在助力
提升广州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
广州公交持续推动公交+文化融
合发展的思路，在为城市建设、
市民出行提供高质量运输服务
的同时，不断创新载体，让优秀
的文化‘搭乘’公交快车，焕发生
机，走近大众。”

乘乘““城市记忆大巴城市记忆大巴””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严艺文 通讯员 周小莉

羊城晚报讯 记者高焓、通
讯员荔宣报道：6 月 28 日，荔湾
区举行了“党旗红”基层党建创
新项目推进会暨党群服务阵地
集中揭牌活动。现场共有78个

“党旗红”基层党建创新项目集
中立项，涵盖民生实事、发展项
目、制度机制等领域。

老旧小区用水压力不足、设
施老化，居民用水难题如何解决？
荔湾区启动“万家甘泉”用水设施
改造工程，今年计划为10000户居
民完成供水服务到终端的改造工
作，改造由市区两级财政和广州自
来水公司出资，居民无需付费。

据介绍，“万家甘泉”与“十
站百桩”“百社百站”“千巷蝶
变”将共同组成荔湾区“十百千
万”党旗红惠民工程项目，这是

全区性基层党建创新重点项
目。具体而言，荔湾区争取今年
年底全面完成开发、新建新能源
汽车充电站不少于 10 个、充电
设施不少于100座；建设不少于
100 个社区的 100 个颐康服务
站；全面提升“厕所革命”标准
化、社区容貌建设品质化、环境
卫生管理精细化。

活动现场，今年第一批党群
服务驿站“云揭牌”。荔湾区委组
织部、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林劲梅
表示，今年以来荔湾区高度重视党
群服务阵地建设，上半年已结合街
道特色建好22个党群服务驿站，
包含基础服务设施型、红色教育、
文旅特色等不同主题的驿站。今
年计划完成50个党群服务驿站建
设，打通与群众的“最后一米”。

荔湾
78个基层党建
创新项目立项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
讯员花宣、冯理聪、江绍成、徐

军摄影报道：走进花都区赤坭镇剑岭
村溪林园艺的设施农业大棚内，几位村民
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套网、添水、包扎、封
装……他们各司其职、手法娴熟，不一会工
夫，一株株绿植或微景观盆景便被精心包
装好，等待当天的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28 日，记者在花都区赤坭镇了解到，
作为著名的岭南盆景之乡，这样的场景，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赤坭镇的各个乡村。尤其是
从盆景“新宠”——微景观盆景在盆景节亮相
并大放异彩后，各地的订单更是源源不断涌
来。如今，这份近在家门口的工作，每个月能
给他们每人带来至少4000元的收入。

微盆景成市场新宠

近年来，花都区聚焦联农带农、强农富
农，突出打造精致的新业态、培育巧妙的软
实力，加大力度推进岭南盆景产业转型升
级，盆景发展不断趋向小型化、艺术化、精
品化，实现了种植能手向盆景大师转变，卖
树胚向卖盆景转变，线下销售向线下线上
相结合转变，让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盆景
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小小盆景迅
速成长为富民兴村的大产业。

赤坭镇全镇盆景苗木种植总面积5万
亩以上，2 万多群众直接从事盆景苗木种
植。然而，长期以来，盆景产业一直面临产
品体型大、运输流通难、消费群体窄等瓶颈
难题。

对此，花都区重点推动传统盆景产业
创新突破，扶持溪林园艺、活林园艺等企业
创新求变，聘请一批园林设计艺术师，投入
数百万元进行研发设计，成功推出了“花都
微景观”盆景等系列产品。

有别于传统大型盆景令人却步的昂贵
价格，微景观盆景的定位就是大众化，真正
做到让市民大众都看得起、买得起。微景
观盆景融合园林设计艺术和中国山水画文
化元素，以花草苗木为主，缀以山石等小件
配置而成，造型玲珑别致，更注重整体艺术
美的内涵，给人无限的艺术构思和审美情
趣，犹如一座精美的“掌上园林”，实现了从
庭院绿植到桌面艺术品的蝶变。

微盆景的推出，有效提升了盆景产品
的附加值，让盆景艺术和产品从小众文化
走进大众生活。“破·立”“傲风雪”“笑红
尘”等系列作品推出后，便迅速成为市场的
网红产品，一些高端写字楼、商场、民宿等
纷纷慕名前来定制。

产学研销多方发力

小试牛刀大获成功后，花都区从产、
学、研、销多方面着手，助力微景观盆景做
大做强：通过建设盆景大师工作室，引入国
家级、省级盆景艺术大师进驻，打造盆景技
能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在电商产业园中设
立公益直播间和“助农大使”工作室、培训
企业直播团队等措施，拓宽线上销售市场；
通过扶持建设一批盆景精品园、发展“麦客
花客”等精品民宿和农家乐，不断延伸和提
升产业链条……于“微观”处着手，擦亮岭
南盆景品牌。

在无数个“掌上园林”的发展故事里，
花都区正在书写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机构
性改革、加快构建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探索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乡村振兴大文章。

花都

“微盆景”让百年手艺
焕发新活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
讯员增宣报道：6 月 26 日，国内
冷冻烘焙食品领域龙头企业
——立高食品总部基地在增城
区石滩镇正式动工。这意味着
增城区加快打造百亿级食品饮
料产业集群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了解，立高食品总部基地项
目坐落于增城高铁融合区内，占地
面积267亩、投资总额超20亿元，
达产年产值超过30亿元，将建设综
合性生产基地和集团总部中心。

“作为增城区传统产业，食
品饮料产业产值规模占比虽然
不大，但近年来呈现出发展增速
较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行业

高新化明显、落户项目增多等特
点。”增城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支持本土食品制造企
业做强做大，提升绿色食品加工
水平，增城区鼓励食品加工企业
向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领域，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除了立高食品，东鹏特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于2021年
5月上市，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
国产功能饮料企业。

此外，在增城一批国内外知
名的食品饮料及其上下游相关
产业重点项目加快布局，一个新
兴的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
正加快形成。

增城
加快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

年产值30亿项目动工

近日，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科甲水历史文化
展馆正式揭牌开放，该馆陈列了不少来自社区居
民捐赠的老物件，包括缝纫机、酸枝木家具、红木
储物箱、收音机等10余件旧式家用或农用工具，
时间跨度从清代到上个世纪80年代。

据悉，科甲社区前身为科甲水村，始建于明神
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距今已有430多年历
史。2020年以来，嘉禾街联合新科经济联社对科
甲社区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具有岭南特色的市
级容貌示范社区。如今，科甲社区内的各个“地
标”，正生动地“讲述”着科甲社区的历史变迁。

扫码可听音频

炎夏已至。近日，广州
动物园的河马们也得到了
花样的解暑“福利”。饲养
员把西瓜一切开，河马们就
垂涎欲滴了，张大嘴巴痛痛
快快地饱吃一顿。除了吃
西瓜，饲养员还会为河马们
准备冰镇水果饮料。提到

解暑，当然少不了游泳，饲
养员每周都会清洗河马池，
换上清凉的井水为河马们
一解炎热。由于河马的皮
肤比较脆弱，长时间缺水会
干裂，因此炎热的夏天需要
频繁“冲凉”，这也是河马
解暑的特殊方式。

小河马如何在炎夏解暑？知
多
D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谭铮

通讯员 祁航 肖惠津

8条羊城历史文化公交线来啦！

8条主题公交线串联羊城历史

3台大巴设计各有亮点

追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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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路线

①寻迹羊城源地线：五仙观——南粤
先贤馆

②南粤文明遗珍线：南越王博物院
（王宫展区）——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
区）——北京路商贸文化旅游区

③老广州新风情线：六榕街旧南海县
社区——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二沙
岛

④微型博物馆游线：陈树人纪念馆
——普公古陶瓷博物馆——广州民间金
融博物馆——东濠涌博物馆——东平大
押典当博物馆——万木草堂——高剑父
纪念馆

●红色文化路线

①革命先行者线：广东省立宣讲员养
成所遗址——广州起义纪念馆——杨匏安
故居——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②毛泽东同志足迹之旅：中共三大会
址 纪 念 馆 —— 中 共 中 央 机 关 旧 址（春
园）——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旧址

③周恩来同志足迹之旅：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旧址纪
念馆——周恩来同志主持
的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旧址

④红色经典一日游：
广州起义纪念馆——广州
解放纪念像——广州
起义烈士陵园——团
一 大 纪 念 馆
——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旧
址 —— 省 港
罢 工 委 员 会
旧址纪念馆

羊城文脉

区区区区
街街街街

28日，广州大嘴家族——广
州动物园河马园新成员“七仔”
满月见市民啦！这是广州动物
园精心培育，园内河马生出的第
七胎。到场的市民和工作人员
都开心地为这位动物界的“小街
坊”送上祝福。

广州动物园河马保育员王
寿方介绍，5月 28日下午，广州
动物园河马园迎来了来自河马
爸爸“阿冲”和河马妈妈“泳泳”
的爱情结晶——“七仔”。

为什么叫做“七仔”？王寿
方说，因为这是河马妈妈“泳泳”
诞下的第七个孩子。小河马出
生以后，辨别性别就成了保育员
们第一个难题。

王寿方说，小河马出生后会
一直依偎在妈妈身边，河马妈妈
也会十分警惕地保护着小河马，
所以其他人很难靠近他们，“一
般两三个月之后才能辨别，所以
我们准备了两个名字，如果是

‘女孩’，就叫‘七宝’，是‘男孩’
就叫‘七仔’”。

28 日的市民见面会现场，

刚满月的“七仔”看见游客们显
得较为羞涩，一直憨态可掬依偎
在母亲身边。而“泳泳”时不时
用嘴轻推宝宝，助推它游动，让
它尽快学会游泳。

作为广州出生的宝宝。“七
仔”还有别的地方河马不具备的
能力——能听懂粤语。

“这孩子还是很听话的，也
很聪明。一开始听不懂粤语，现
在用粤语叫他就会过来。”王寿
方开心地说。

据了解，小河马的哺乳期为
6-8个月，所以目前“七仔”主要
依靠母亲哺乳。但为了小河马
的茁壮成长，保育员也会精心调
配一些富有营养价值的饲料喂
养它。

工作人员提醒，为了河马宝
宝的健康，也给这对“母婴”一个
安静适合的环境，在河马宝宝6
个月以前（还未能独立玩耍、进
食），各位市民前来观看河马宝
宝的萌态时候还需保持安静，千
万不要大声喧哗、逗弄吓唬小

“七仔”噢！

城市记忆大巴亮相 越秀区融媒体中心 供图

大暑天，河马妈妈“泳泳”吃西瓜降暑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读一座城，感知文化沁润的涵
养；行一座城，触及时间流淌而过的烙
印。6月28日，广州市越秀区融媒体
中心与广州巴士集团共同开展“喜迎
二十大——追寻羊城文脉 留住乡愁
记忆”羊城历史文化公交线首发活
动，打造3台“城市记忆大巴”，推出
8条羊城历史文化公交线，邀请市
民与游客一起寻找广州的城

市文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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