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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首届“十校百人”
大学生实习计划正式落下帷
幕。8 月 20 日，活动主办方
在东莞市民中心市民讲堂举
行“十校百人”大学生实习计
划总结会，全面总结本次活
动亮点经验，并对优秀实习
生进行表彰。本次活动由东
莞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东
莞市委组织部、羊城晚报东
莞全媒体传播中心承办，东
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协办。

2022 年，东莞正式踏上
“双万”新起点，即人口过千
万，GDP过万亿，成为全国第
十五个“双万城市”。踏上

“双万”新赛道，东莞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
在此背景下，东莞市委组织
部联合羊城晚报启动东莞市
首届“十校百人”大学生实习
计划，以活动带动宣传，用一
座城的满满诚意向全国高校
发出邀约，诚邀高校学子到
东莞实习。活动得到广大高
校和企业的积极响应，全国
171 所高校关注，84 家企业
报名参与。最终，100 名大
学生和 25 家企业作为代表
入选。

在总结会上，东莞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吕元元表示，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让更多的

大学生与东莞企业双向奔赴，
互相选择，实现共赢。他希望
实习生们将来能够回到东莞、
留在东莞，在东莞创造梦想。
未来，东莞市将在就业推介、
创业培训、住房保障等方面进
一步提升服务水平，着力为每
一位来莞的人才提供更加良
好的保障。

羊城晚报作为活动承办
方，为了全面推广此次“十校
百人”大学生实习计划，充分
发挥平台优势，通过多种形
式、多种渠道，向海内外宣介
东莞的人才政策，为活动营
造强大声势，表达东莞爱才
引才的决心和努力。

在一个多月的实习中，参
与“十校百人”大学生实习计

划的东莞企业为此次活动提
供了全方位支持。作为实习
企业之一，东莞交通投资集
团以岗位培养人才，结合实习
生的专业分别安排了 7 家直
属企业的对口岗位，以项目挖
掘人才，安排企业导师专人帮
带，将实习生所学专业与企业
具体工作紧密结合。

实习生们不仅收获满满，
也全方位领略了东莞的独特
魅力。来自北京大学2019级
的本科生黄湛升表示，通过
实习对东莞这座城市的人文
历史与发展前景有了更为深
入的理解，也感受到大湾区
制造业重镇、科技名城东莞
对大学生表现出的深切关怀
与满满诚意。

羊城晚报讯 记者牛智
杰、王沫依，通讯员尤诗苑摄
影报道：8 月 20 日，2022“百
旺杯”华语手抄报大赛暨羊
城晚报第二十七届手抄报创
作大赛线下总决赛在羊城创
意产业园举行。来自全省中
小学的 100 多位选手汇聚于
此，围绕“绿色发展 零碳未
来”主题，现场绘制出心中关
于“绿色生活”“低碳未来”

“绿水青山”的生态图卷。
本届大赛由广东省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导，羊
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亚太
森博（广东）职业有限公司连
续7年提供战略支持，并由旗
下“百旺”复印纸冠名赛事，
辉柏嘉（广州）文具有限公司
公益合作。

总决赛分上午和下午两
个场次，在比赛现场，选手们
或结伴、或单枪匹马进行创
作。构图、打样、描绘、上色、
文字书写步步推进，铅笔、直
尺、彩笔、中性笔、马克笔轮
番上阵，一笔不苟地创作着
自己的“绿色手抄报”，描绘
着绿色低碳的理念。

绿色和蓝色是今天大多
数选手的主题色。绿色勾勒
森林树木，蓝色描绘天空大
海，从日记到科普，选手们以

自己的方式分享保护环境的
知识，讲述绿色文明的环保
故事，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手抄报作品形式创新
多样，内容包罗万象，展现出
选手们对未来“零碳生活”的
无限畅想。

在赛场外，记者见到了
许多等待孩子的家长。来
自广州番禺区的王女士告
诉 记 者 ，为 了 参 加 这 次 比
赛，她的孩子搜集准备了好
几天资料，在她看来，手抄
报大赛有利于帮助孩子了
解环保知识，提高动手能力
和表达能力，自己一直很支

持，因此利用周末陪伴孩子
前来参赛。

羊城晚报手抄报创作大
赛于 1996 年创办，至今已连
续开赛 27 年，受到广大中小
学 校 、家 长 和 小 读 者 的 支
持。今年恰逢羊城晚报创刊
65 周年，本届大赛也是创刊
6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据了
解，本届大赛分国内、国际两
个赛区，20 日为国内赛区总
决赛，共 700 余幅作品入围，
除线下参赛选手提交的作品
外，还收到深圳、东莞、佛山、
汕头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多份邮寄手抄报。

在农历七月廿五日“郑仙
诞”即将到来之际，8 月 20
日，广州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在白云山鸣春谷景区
山顶公园举办第十一届“郑
仙诞”诞庆活动启动仪式。
今年诞庆活动将以“郑仙非
遗 活力云山”为主题，邀请
广大市民游客游云山、读郑
仙、品非遗。

据介绍，“郑仙诞”又称
“鳌头会”“白云诞”，是广州
地区民众为纪念先秦时期在
白云山一带行医济世的方士
郑安期的民俗活动。该活动
曾延续上千年，后因战乱和
历史原因逐渐衰落。白云山

于2012年复兴“郑仙文化”举
办首届“郑仙诞”活动。2017
年“郑仙传说”成功晋升为广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的“郑仙诞”，白云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创新形
式，融合民俗节庆与非遗手
工艺，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
体验。其中，郑仙以全新的
国潮动漫形象出现，带领明
珠女、白鹇、松鼠、仙鹤等4个
新 IP 组成白云山家族，演绎

“云山传奇”。
云山采药、骑鹤飞升、登

山祈愿……启动仪式上，新编
舞蹈《郑仙传说》以古典舞与
现代舞相互交融，再现郑仙

故事，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
视听盛宴。这是白云山“郑
仙诞”首次以舞蹈方式呈现
郑仙故事。

白云山形象片《传承·破
茧》也正式发布。片中，广绣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
省代表性传承人谭展鹏以非
遗广绣技艺，飞针引线制作
郑仙 IP，让非遗与传统在创
新中传承。现场还邀请粤语
讲古大师霍沛流与新生代古
筝演奏家胡学敏跨界合作，
郑仙大善大爱治病救人、新
时代云山抗疫的故事，在悠
扬的琴声中流传。

备受关注的“我最喜爱白
云山家族 IP”也在当天揭晓，

“仙鹤山山”当选市民游客心
中最喜爱的白云山家族成员。

据介绍，“郑仙诞”诞庆
活动将持续三天，期间，每天
都有丰富的活动向群众展现

“郑仙文化”的魅力。8月 21
日将开展少年艺术展演《正
当少年时》，8月 22日将举办
2022 郑 仙 文 化 论 坛 。 8 月
20 日-21 日，白云山山顶公
园设置有非遗文化展示，邀
请广绣、广彩、榄雕、剪纸、饼
印、彩灯、押花等非遗项目的
传承人到场与市民互动。“郑仙诞”诞庆活动启动仪式在白云山鸣春谷举行

城市传记写作成热潮：

广州的性格像水、
潮州也有血气方刚的
一面、一方人也养一方
水土、现代城市亦有温
度与情感……每一座
城，都有其独特的文
化，城市传记是城市的
文化史，也是其性格
史。

8 月 20 日，南国
书香节开幕第二天，
举办了两场与城市相
关的读书分享会。“湾
区城市随时代大潮而
起——《广州传》《中
山传》《潮州传》《广
州传》（简明版）对谈
分享会”在四阅书店
东湖店举行，《假装
拥有这座城》新书分
享会在北京路联合书
店举行。

前者为城市历史
立传，后者书写年轻一
代在现代城市中的生
活体验，传统与现代的
城市书写互相碰撞，共
同讲述城市背后的人
文与历史。

在“湾区城市随时代大潮
而起”分享会现场，《广州传》
《中山传》作者叶曙明、《潮州
传》作者黄国钦，以及评论家陈
剑晖、陈希、刘卫国等人在现场
展开对谈，探讨城市传记的特
点及其当下的意义所在。

“近十年来，城市传记逐渐
成为一种写作趋势。”《广州传》
责编汪泉表示，不仅广东在出，

全国都在陆续推出书写地方性
记忆与精神、建构城市文化认
同的城市传记。北京有邱华栋
所写的《北京传》，上海有叶辛
的《上海传》，南京有叶兆言的
《南京传》。

在这股潮流之下，广东策
划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传记
系列丛书”，除了已经出版的
《广州传》《潮州传》《中山传》，

《深圳传》《香港传》《惠州传》
《茂名传》等也在紧锣密鼓地组
稿、编辑之中。

记者从新星出版社了解到，
中国外文局开展的“丝路百城
传”自2017年5月启动以来，已
出版国内外城市传记37种（含
中文简、繁体，英文，俄文版本），
截至2022年3月，该丛书已累计
出版中国城市传记16种。

为何城市传记会成为一股
热潮？大家不约而同谈到现实
的需要。在华南师范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陈剑晖看来，中
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出现很
多新的变化，大家迫切需要重
新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城市。

“书写城市是对现实的回
应，是在同质化的城市发展进
程中发掘城市的个性与灵魂。”
叶曙明认为，中国经历了多年
城市化的发展，部分地区出现

了城市同质化情况，城市传记
则力图打破同质化的束缚，探
寻城市的文化基因。

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陈希
也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
城市传记的定位与人物传记有
些相似，“一个人做的事对大家
有启发，所以写一部传记来介
绍他的生平事迹；一个城市很
有名，那么也值得写一部传记
来讲它的建设、经济与文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

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广东尤甚。汪泉表示，各地
读者对所处城市的人文历史、
风俗民情等日益重视，催生了
一批通俗易懂、以平民视角解
读城市的传记作品。

记载城市历史的地方志，
往往存放于书斋之中。而城市
传记的先后出版，用文学的笔
法，让城市的历史从书斋走向
更为广阔的现实，去呼应这个
时代的需要。

“用市民的视角才能展现
市民社会，写城市传记实际上
是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陈希
认为，“写城市的地理、建设、管
理、风物以及市场，关键还是围
绕着这里面的时空，围绕时空
中的人来写。”

“我们可以通过读史书、地
方通志来了解一个地方，为什
么还要读城市传记呢？我想是
因为读者对城市传记作品有一
种期待，希望了解到城市的个
性、细节，通过阅读城市传记中

文学性的描写，对历史的场面
有更细致的把握。像了解一个
人的风采一样了解城市的个性
特点，这样读起来才过瘾。”陈
希说。

陈剑晖认为，对城市的书
写首先要写出城市的特点，有
了特点才能形成城市性格。
城市不是千篇一律，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特点，人们在城市
中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
他们的精神禀赋气质，形成了
城市独特的性格。“《广州传》

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表现
平民烟火气息，把广州城市的
务实性、平民性，还有广州人
包 容 多 元 的 价 值 观 展 示 出
来。”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人
的话，人有他的灵魂，城市也有
它的精神内核。”叶曙明在写作
时经常提醒自己一件事，要把
广州这座城市当成一个人来
看，写出他的基因、性格和气
质。唯有如此，才能写出城市
的本质与内核。

“了解一座城市发展的过
去，能够帮助我们有逻辑地推
理它的未来。”汪泉补充道，“对
一座城市立传也有助于当地的
市民建立自豪感和归属感，从
城市丰沛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化为随时代大潮共舞的定力。”

城市的灵魂是国家灵魂的
一部分，中国故事的讲述也通
过一部部城市传记落到实处。

谈及城市传记当下的价值，陈
剑晖表示，城市传记有助于人
们厘清个人与城市、家与国、传
统与现代这三重关系。“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养一方
水土。关注城市，实际上也是
关注某个时空下的我们自己。”

城市发展的规律往往是相
似的，了解历史上的城市能够
指导当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城市
传记所勾勒的风貌阐释了城市
的发展逻辑，蕴含了城市的发展
趋势，城市未来的路如何走，可
以从这些传记中获得启发。

时代大潮正在掀起，城市
传记的华章也刚刚展开。“在未
来，我们也会对城市传做出及
时修订，补充新时代的内容。”
汪泉说。

无论是广东还是其他省份的城市传
记，往往着眼于历史。而当天下午举行
的《假装拥有这座城》新书分享会上，作
者小野酱重点讲述了她对当下城市生活
的观察和感受。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伦敦、巴黎
……这些年来，因为求学或工作的原因，小
野酱旅居过很多城市，但她感觉自己从未
真正属于哪座城市，也未曾拥有过它们。

离开原籍，奔向一座城市，再迁往另
一座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的今天，已经成为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
代生活的现状。

“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任何一个城市，
既像是一个闯入者，也充当着观察者的
角色。”在小野酱笔下，城市有疏离、孤独
的一面，更有温暖、流动的风景。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少人认为，
“千城一面”的同质化景观模糊了城市的
性格。但小野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城市的风貌取决于人的感知，倘若
一个人无论去哪座城市都是打卡商业性
地标，那么他看到的将永远是星巴克、麦
当劳、优衣库等连锁符号，但如果他深入
城市肌理，则会发现，每座城市都会有自
己的特点。

“这次来广州，我住在荔湾湖公园附
近，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广州完全不同于
其他城市的美感。”小野酱说，如果只去
地标“小蛮腰”打卡，那肯定会错过这座
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长长的骑楼街、五彩斑斓的满洲窗、
特色鲜明的镬耳屋……行走其间，岭南
古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与现代的城
市景观互相碰撞，生发出新的意蕴。在
小野酱看来，这是特别珍贵的城市记忆，

“希望无论城市如何发展，都能保留它的
文化之根。”

小野酱指出，在中国城市里，传统与
现代充分融合的景观不多，更多的还是
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缺乏历史的底蕴
和故事。有的城市即便保留了传统风
貌，但也局限于特定街区，传统与现代缺
乏过渡，存在明显的断裂之感。

“伦敦这方面融合得很好，城市景观如
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行走在街道上，经
常会看到建筑上挂着一个小牌子，介绍此
处的历史与故事。”小野酱认为，生活在城
市里的人会感觉孤独，往往是因为对这座
城缺乏了解，无法建立情感链接。

在她看来，现代人与城市建立情感
链接的方式，就是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
打开心扉和视野，去尽情体验，方能感知
一座城市的文化、历史与温度。

时代共舞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甘卓然

南国
2022

书香节书香节

为城市立传

东莞市首届“十校百人”大学生实习计划圆满收官

东莞引才的诚意，大学生感受到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宝珠 李洪宝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2022“百旺杯”华语手抄报大赛暨羊城晚报第二十七届
手抄报创作大赛总决赛来了

挥动彩色画笔 绘制低碳未来

“郑仙非遗 活力云山”第十一届“郑仙诞”诞庆活动启动

“云山采药”的郑仙有了“新任务”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春炜 通讯员 穗林园宣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城市传记写作成为热潮1

2 书写城市旨在回应现实

3 为城市立传要关注民生细节

4 写好城市传记的关键是写人

5 关注城市也是关注我们自己

6 城市的风貌
取决于人的感知

文化为城市
注入独特的风景7

2022南国书香节连开两场“读城”分享会，
讲述城市背后的历史与人文

分享会现场展出的城市传记 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摄

现场选手认真创作手抄报

结束实习的实习生向东莞挥手作别

小野酱
（甘卓然 摄）

与

在叶曙明看来，一部好的城
市传记要关注最底层民众的生
活。“我定义的城市传记，不仅仅
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也要告
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找
出它背后的文化原因。通史的
视角通常进行宏大叙事，城市传
记要从最底层民众的生活来看
这个城市的变化。”

所以在写《广州传》时，叶
曙明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生活在

市井之中的小市民，写出了广
州城市柔性的一面。写《中山
传》时则重点关注了时常被误
解的“香山买办”群体，甚至认
为“香山买办”曾是中山的灵魂
特质所在，肯定其在岭南资本
积累、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作用。

“我们写城市传记，要还原
构成城市的民生细节、历史细
节，这些细节往往更能打动
人。”黄国钦举例，文天祥丧女

是历史学家忽略的细节，从细
节写更能够塑造出民族英雄的
家国情怀，展现历史的纵深感。

城市传记作为文学作品，
以多元的散点透视，从市民的
视角记录一座城市，比地方志
多了人文情感，多了历史细节，
多了人间烟火味。中山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刘卫国总结道：

“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勾勒一
座城市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