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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主动探索文化信息

跨界合作创造更多可能

8 月 30
日 ，港 澳 居

民（广 州）健康
服务中心在广州开

发区医院揭牌，这是
内地首家港澳居民健康

服务中心，由广州开发区
医院与香港医疗机构“联

合医务 (中国)有限公司”合作
共建。该中心面向身在大湾
区内地城市的港澳居民及外
籍人士，提供港式全科诊疗、
专科转诊协作、国际保险理赔

支付、多语种陪诊等服务，在通
关受限的情况下提供预约香港
医生在线共诊等。

“我有好几种药要通过快
递的方式经历几周才能从香港
寄到我手上，疫情期间更是麻
烦，现在好了，在港澳居民服务
中心，可以体验到熟悉的香港
医疗服务模式，香港医生与内
地金牌医生共同问诊，然后开
具港药寄送到家，真棒！”72岁
的香港居民黄伯说道。

港澳居民（广 州）健康服

务中心设在广州开发区医院
西区院区门诊一楼，这里位于
穗港智造合作区，毗邻穗港码
头，交通便捷。目前，穗港码
头的穗港澳客运码头已全面
竣工，即将开设连接香港、澳
门的水上航线，这也是该中心
落户广州开发区医院的原因
之一。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心
参照香港诊疗标准，配备五
间医生及护士诊室，由五位
以上金牌医生定点坐诊、三

位金牌护士定点服务，医院
另配备多名医护，中心还特
邀多名粤港两地医疗专家多
点执业。

联合医务中国总裁及首席
执行官李家聪介绍，该中心将
以“全科+专科”协作为基础，
通过香港医生和金牌家庭医生
的线下服务，以及联合医务国
际互联网医院的线上服务，实
现粤港医生协作诊疗，为在内
地生活的港澳居民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

据悉，接下来，黄埔区将借
鉴香港全科医学培训体系，计
划在三年时间，培养 100 名金
牌全科医师和 150 名社区护
士，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
设 15-20 间标准化港式家庭
医生诊室，协助基层医疗卫
生 机 构 通 过 WONCA（世 界
家庭医生组织）认证。同时，
探索打通针对港澳居民常用
药品跨境配送闭环管理绿色
通道，更好地满足港澳居民
的用药需求。

承 中 国 花 鸟 画 美 学 思
想，展姹紫嫣红时代精神。8
月 28 日，《姹紫嫣红·时代意
象——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
主题创作学术邀请展》在广
州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
览将持续至 9 月 21 日。

本次展览以“当代花鸟
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主题性

创作研究 ”为 中 心 ，汇 聚 全
国代表性花鸟画家上百人，
其中分老、中、青三个板块，
每个板块各 40 余幅，共展出
140 余幅作品。

参展作品以大尺幅及画
家的代表作为主体。首次采
用数字展厅形式呈现花鸟画
大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
通讯员成广聚、王新月报道：
广州天河区城市管理第二保
洁所环卫工人唐建锋捡到 10
万元现金上交警察的事迹又
有后续。

8 月 29 日，失主张先生为
唐建锋送来慰问金 2000 元和
一面锦旗，面对失主的酬谢，
唐建锋婉言谢绝未果后，他将
这笔酬谢款全额捐赠至广州
市慈善会。

此前，8 月 23 日，唐建锋
在辖区保洁时，在共享单车上
捡到一个档案袋，打开发现里
面装了好几叠 现 金 ，经 统 计
共 计 10 万 元 。 他 随 即 向 当
班班长电话报告，并和班长
一起将这些现金交给辖区派
出所民警。

民警通过监控录像发现，
当日失主在路边候车时，随手
把几个袋子放在了身边的共
享单车筐内，上车时因为着

急，忘记拿走单车筐内的袋
子。在唐建锋拾金不昧的举
动与公安部门的大力配合下，
10 万元现金最终于当天下午
归还给失主。

据介绍，唐建锋今年 42
岁，是清远连南人，来广州从事
环卫工作已经 19 年。拾获 10
万元现金之前，他也经常捡
到别的失主所遗失的包、卡
等物品，对此他均及时归还
给失主。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
道：8 月 30 日，广州市黄埔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开发区实
验小学“开启美好，筑梦起航”
新校落成暨开学典礼活动举
行。长岭居小学北校区也举
行了“播种希望 追逐梦想”落
成活动暨首届开学典礼。今
年秋季新学年，黄埔区将有
12 所学校（校区）落成开办，
新增学位2.3万个。

12 所学校（校 区）分别
是：广州市黄埔区玉泉学校
（北校区）、广州知识城第一小
学、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
（北校区）、广州市黄埔区东荟
花园小学（北校区）、华南师范
大学附属开发区实验小学、广
州市黄埔区长岭居小学（北校
区）、时代印记小学（暂定名）、
广州市黄埔区东荟花园小学
（东校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
黄埔实验学校、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附属黄埔实验学校、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附属科学城实
验学校、广大附中黄埔实验学
校。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开发
区实验小学地处交通便利、位
于被誉为广州东部板块临港
片区的文冲幸福里。学校于
2020年12月开始建设，2022
年 7 月落成。学校落成后规

划占地面积15863.88平方米，
实际建筑面积约 3.2 万平方
米。规划 36 班，含室内运动
馆、篮球场、游泳馆、饭堂、多
功能厅、足球场等功能场室，
空间设计灵巧，在满足日常教
学之余，更为“空间育人”留有
天地。

广州市黄埔区长岭居小
学北校区位于黄埔区长岭居
板块，北校区占地面积 21000
平方米左右，拥有现代化的设
施设备，建有多功能厅、体育
馆、图书馆、音乐室、舞蹈室、
美术室、书法室、科学实验室
等，功能场室一应俱全，相应
配套设施完善。校园橙白相
间的墙面、精心设计的功能
室、空旷平整的操场，呈现浓
郁的教育氛围。金凤树下的
雕塑，文化墙小诗，体现“真善
美”的教育追求。校长王莉曼
介绍，学校致力于做有温度的
教育，建构了“凤凰花课程”体
系，和孩子共同品味生命之
美；我们和孩子共同欣赏自然
之美；我们和孩子共同发现
美、传递美和创造美，将“至真
至善至美”的教育信念植根于
每个孩子的成长中。希望孩
子们能够快乐生活，发展兴
趣、施展创意，跟着学校校门
前的凤凰树一起成长。

近日，第四届广州市规划
委员会地区规划专业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召开，海珠沥滘片
区的规划有了新动向。沥滘
村的改造历时多年，一直备
受市民的关心。沥滘村位于
广州城市中轴线南部，历史
悠久，有“未有河南，先有沥
滘”的说法。今天的粤讲粤
有古，就来探寻一下沥滘村
的往事。

沥滘村有 900 多年的历
史。南宋年间（12 世纪初）有
一支卫氏族人来到沥滘，在
村东面的 一棵龙眼树脚下
定居，成为沥滘卫氏的开村
之祖。

明清两代，沥滘村名士辈
出，素有“五百年祖德，十三代
书香”的称谓。仅仅在清代，
沥滘村就出了三位进士，20
多位举人。民间还流传着“九
龙出海，六鹤飞归”的说法，意
思是九个沥滘的子弟去应试，
就会有六个成功归来。

根据广州市城市更新协
会的梳理，现在沥滘村范围内
共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 38
处。其中卫氏大宗祠极有代
表性，该建筑规模较大，是海
珠区为数不多的明代祠堂建
筑。卫氏大宗祠于 1993 年 8
月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2 年 10 月，公布为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卫氏大宗祠始建于明朝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距今
已有 400 多年历史，占地面
积 2000 多平方米。祠堂正
门后方的牌坊造型独特，上部
是燕子斗拱结构。在等级森
严的古代社会，这种“燕子斗
拱”是规格相当高的建筑形
式，只有皇亲国戚或皇帝钦
点才能使用，否则就是违反
礼制。在卫氏大宗祠中堂，
放置着12块大型屏风。这组
屏风是由乾隆皇帝御赐，用
来表彰当时卫氏 60岁以上老
寿星的。

沥滘村还散落着清末、民
国时期一些有历史人文价值
的民居或名人故居，如抗日烈

士卫国尧故居。
1913 年，卫国尧出生于

沥滘的一个地主家庭。1934
年春，卫国尧留学日本，考入
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
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列
著作。卫国尧回国后，于1938
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2 年年底卫国尧回到
沥滘开展地下工作。当时沥
滘为十个兄弟所把持，人称

“十老虎”。他们依仗日本人
的势力横行乡间，无恶不作，
臭名昭著。 1944 年清明期
间，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
在沥滘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配
合下，按照卫国尧制订的方
案，一举把“十老虎”中的八个

“老虎”捉拿归案，并缴获一大
批武器。“智擒八虎”的消息传
开之后，附近 24 乡的群众无
不拍手称快。

1944年 7月，卫国尧被任
命为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
队新编第二大队的大队长。
同月 25 日，该大队在离市桥
二十里的植地庄集结，不料被
潜伏在该庄的汉奸发觉。26
日凌晨，约500名日军连夜奔
袭包围植地庄。广游二支队
新编第二大队浴血奋战，击退
敌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
军七十余人。战斗中，身患疟
疾、发着高烧的卫国尧在突围
时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年仅31岁。

1994 年，为纪念卫国尧
烈士，其生前创办且战斗过的
沥滘小学（初名“民智小学”）
设立卫国尧烈士纪念馆，并改
校名为卫国尧纪念小学。

近日，在第四届广州市规
划委员会地区规划专业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上，《海珠区沥
滘片区（AH1017—AH1024 规
划 管 理 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获审议通过。其中提出，
要将沥滘片区打造成面向下
个100年的新轴线南门·数字
科创湾，形成融合形象地标、
生态地标、文化地标于一体的
地标场所集群，进一步强化中
轴南门户的标志性。

《越博奇妙纪——Go！南粤时空侦察员》剧本游在南粤先贤馆连续举办

与“苏东坡”吟诗作对
帮“孙中山”筹集军费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您好！欢迎来到‘南粤时空侦
察局’。这次的任务就拜托大家
了！”当玩家（观众）进入博物馆的
那一刻起，“剧情”已经开启。

近日，由广州市越秀区博物馆
推出的《越博奇妙纪——Go！南粤
时空侦察员》沉浸式剧本游在南粤
先贤馆顺利进行。据了解，这是越
秀区博物馆继《越博奇妙纪——穿
越历史来看你》沉浸式剧本游后全
面“上新”的2.0版本，新的《越博奇
妙纪》以全新的剧情、全新的玩法、
全新的角色设定，与民间戏剧
团体合作，邀请专业戏剧演
员加盟，面向广大青少年学
生，结合馆内特有的“声、光、
电”互动体验装置，将“历史
人物具象化”与“宣教活动趣
味化”充分融合。

环卫工人拾获十万元交还失主
他拾金不昧不只这一次！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内地首家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
在广州黄埔区启用

夜间玩博物馆剧本游，体验感翻倍1“实际上，早在今年 5 月的
‘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就已经推
出过一次沉浸式剧本游。2.0
版本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完善，以全新的内容，融合趣
味性、知识性、思想性为一体，
从场景和人物两个维度上给体
验者带来适度的、生活化的沉
浸式体验。”馆方活动负责人
介绍道。

据了解，本次《越博奇妙
纪》2.0版分别在8月 26日、8月
28日及 9月 4日连续举办 3场，
通过越秀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面向全社会招募青少年玩家。
其中，8 月 26 日的首场安排在
了夜间。当天，南粤先贤馆延
长了夜间开放时间，创造“夜间
逛 展 ”惊 遇“ 岭南 名 人 ”的机

会。神秘的剧情加上紧张的线
索推理，夜晚玩博物馆剧本游
更刺激！“将《越博奇妙纪》2.0
版的首场安排在夜间，是越秀
区博物馆将馆内资源与夜间氛
围有机融合的一次尝试，以及
融合夜间开放与创新主题活
动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有效
探索”。

本次剧本游的故事设定是，
南粤先贤馆内有几幅南粤先贤
画像突然出现破损，碎片意外
散落在南粤大地不同的时空当
中。为保护岭南文化资源，南
粤先贤馆紧急联络“南粤时空
侦察局”代理人发布《招募令》，
招募才智双全的“南粤时空小
侦察员”前来协助寻找碎片、修
复画像。

3“短短的两个小时，让我觉
得自己好像真的自由穿梭在岭
南两千多年的时空当中！”“我
还跟东坡先生对诗，和梁启超
一起读《少年中国说》！”“没想
到，我也有机会帮中山先生破
解密函、筹集军费！”剧本游结
束后，玩家分享着他们的真实
感受。

越秀区博物馆推出的沉浸
式剧本游正在探索一条与民间
剧团合作的道路。在此次剧本
游活动中，越秀区博物馆主动对
接由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孵化的民间剧团广州子不语
剧团，邀请专业戏剧演员参与

“南粤先贤”扮演。生动的演
绎、逼真的妆容、贴近历史的
还原，让玩家大呼“过瘾”！

如何让博物馆所承载的历
史与文化走出展板、走入人心，
越秀区博物馆的活动负责人
回答道：“我们一直在探索
中，或许沉浸式剧本游会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答 案 。
期望未来会有更多
人，能够跨越时
空限制，去感受
历史与文化
的魅力。”

2《越博奇妙纪——Go！南
粤时空侦察员》的推出抓住了
暑期的尾巴，专注于为青少年
群体提供寓“学”于“玩”的岭
南文化研学活动。根据主创
团队的介绍，本次剧本游活动
面向社会招募了 10-15 周岁的
青少年玩家，赋予了他们“侦察
员”的角色，而每位“侦察员”都
拥有自己的工作代号以及特殊
技能。

主办方介绍，开展“侦察任
务”的过程中，大家必须团结合
作，用自己特有的技能帮助团队
完成支线任务，缺一不可。这种
做法旨在引导青少年增强团队
意识，关注被忽略或者错过的细
节，用全新的视角去发现故事背
后的秘密，从而获得独特的旅游
体验。

“在新的设定和新的玩法之
下，我们开发了1条主线任务、
10 条支线任务，布置了 17
个剧本场景，设置了 15
个游戏关卡，埋藏
了 21 条 故 事 线

索。我们的游戏‘原则’就是，
无论是NPC（非玩家角色）还是
玩家，从进入博物馆的那一刻
起，他们就要‘沉浸’在属于自
己的角色当中，直到结束，他们
都是带着‘身份及任务’的。”
《越博奇妙纪》沉浸式剧本游
主创如是说。“我们希望以此
营 造 更 加‘ 沉 浸 ’的 剧 情
和 游 戏 体 验 ，让 体 验
者 通 过 角 色 任 务 ，
使 文 化 信 息 的 传
递 由 被 动 灌 输
转 变 为 主 动
探索。”

秋季新学年黄埔
将增12所新学校（校区）

名士和英雄辈出的沥滘
未来将成“新轴线南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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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记者
曾潇 谭铮

近日，第四届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地
区规划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海
珠沥滘片区嘅规划有咗新动向。沥滘村
嘅改造历时多年，一直备受市民关心。
沥滘村位于广州城市中轴线南部，历史
悠久，有“未有河南，先有沥滘”嘅说法。
今日嘅粤讲粤有古，就来探寻一下沥滘
村嘅古仔。 扫码可听音频

卫氏大祠堂 通讯员供图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通讯员 魏启宇 许晓娟 李杏

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主题创作
学术邀请展广州站揭幕

汇汇聚140余幅花鸟画

青少年在博物馆里玩“剧本游” 通讯员供图

港澳居民（广州）健康服务中心诊疗室 通讯员供图

学术邀请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