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站：离开汕头，前往潮州、大埔

A3·时事
2022年10月2日/星期日/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大海 / 美编 温亮 / 校对 杜文杰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报
道：广州饮食文化闻名全国，
散落在坊间的一众老店构筑
着广州百年美食文化基因的

“里子”。如何通过“绣花功
夫”让“里子”持续焕发新活
力 ？ 数 字 化 的 力 量 不 可 或
缺。从 2019 年开始，广州市
商务局联合外卖平台在广州
推出“老店焕新”活动，如今已
有八成餐饮老字号和老店上
线外卖平台。部分老字号不
仅能通过外卖点餐，还能购
物。国庆期间，美团外卖打造
线上“地方特产馆”专题活动，
为老字号商品建立专区，并发

放千万专属优惠券。
据统计，“老店焕新”活动

持续至今，广州已有八成餐饮
老字号和老店上线外卖，其中
不乏陶陶居、广州酒家、新兴
饭店、向群饭店、南信甜品等
知名老字号的身影。尤其是
在疫情期间，外卖为一众老字
号和老店开辟了另一个增加
收入的“新主场”。陶陶居、莲
香楼、广州酒家等知名老字号
品牌，开始探索把各种手信、
礼盒放到外卖平台上销售，备
受消费者欢迎。

“外卖平台上有大量年轻
消费者，这与当前老字号企业

的需求非常契合。”据美团外
卖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打造
线上“地方特产馆”专题活动
正是洞察到消费者和商家的
双向需求，消费者下单后，商
品最快30分钟送到家：“如果
是出门在外旅游买伴手礼，还
可以直接下单到酒店，免去从
门店拎回来的麻烦。”

伴随着越来越多老字号、
老店实现焕新，众多老字号所
扎根的城市街区也迎来了新
活力。数据显示，餐饮老店线
上消费群体中近九成是“80
后”“90 后”年轻消费群体，
很 多 年 轻 人 在 点 完 外 卖 之

后，也会到门店打卡。小娴
是常年活跃在广州荔湾西关
一带的外卖运营师，她发现，
最近一年西关老城区一带人
气越来越旺，很多年轻人慕
名来探店，片区里也因此迎
来了众多咖啡馆、轻食等新
餐饮业态。

“老字号企业要适应年轻
人的消费习惯，紧跟数字化潮
流，开发网络适销产品，运
用网络营销手段。”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副
研究员宋思源
表示。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
讯员文瑶报道：10 月 1 日是国庆
七天假期的首日。在广州西关的
粤剧艺术博物馆广福台上，广州
粤剧院下辖 的 广 州 粤 剧 团 演 出
了精彩的折子戏专场，令市民和
游客近距离体验“南国红豆”的魅
力。

据了解，为进一步促进粤剧的
传承发展，今年，广州市荔湾区以
粤剧艺术博物馆为主阵地，加大
粤剧粤曲的传播展示力度，将“百
场 粤 剧 精 品 进 粤 博 项 目 ”列 入
2022 年十件民生实事，引入省、市
专业院团每周日进驻广福台上演
粤剧精品戏目，满足群众的观赏
需求。该项目于今年 4 月 3 日正
式启动，受到群众好评。

今年国庆假期，“百场粤剧精
品进粤博”活动精彩继续。一连
七天、每天10时，广州粤剧团的演
员们将为市民和游客送上经典的
折子戏专场。

1 日上午，一级演员陆敏渭与
李伟骢、陈健超、莫燕云、陈韵玲、
肖婉婷、林婷、冼圣莲、陈祥彪等
多位优秀青年演员，先后演出了
《跌雪》《思凡》《女驸马》等经典折
子戏及《花笺记》《帝女花》等剧目
选段。演员们唱念做打俱佳，市
民和游客也过足戏瘾。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报道：
画中人在舞，人在画中舞。10 月
1 日上午，广州番禺宝墨园内，多
位身着古装的女子手持丝竹管弦，
挥袖生风，以千年画卷《携琴访友
图》为背景，“舞绘”出一幅静中有
动的立体画卷。

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期间，
宝墨园以北宋著名画家范宽的《携
琴访友图》为创作灵感，巧借“携
琴”主题，用人画合一的“舞绘”迎
接八方来客。记者在现场看到，多
位身着古装的女子，长裙曳地、绛
唇高髻，以身入画，通过音、舞、
人、画的结合，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观看。

记者获悉，10 月 1 日至 6 日，
每天11时40分至12时以及15时
至 15 时 20 分，宝墨园将上演“舞
绘”演出。与此同时，国庆期间，
宝墨园用上千朵鲜红的木棉花汇
聚成一面气势磅礴、鲜艳夺目的五
星红旗。10 月 1 日至 3 日，每天
11 时起，宝墨园还将上演红歌快
闪活动。

位于汕头内海湾的太古码头
旧址，曾是汕头最繁华的外商码
头之一。这里多有船只往来上
海、香港，是掩护身份、秘密转移
的绝佳场所，成为交通员们护送
人员、物资进入广东的第一站。

抵达汕头后，一些交通员会
护送重要人员、物资来到中央交
通局在汕头的直属交通站——

“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
在今天的汕头网红地标小公

园附近，记者找到了位于镇邦街
7号的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旧
址。

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在这
里建立直属交通站，由时任中央
交通局副局长陈刚（化名刘作抚）
负责。中法药房分号在汕头市的

名声、规模很大，既方便购进药
品运往中央苏区，也方便交通
员们以药房为掩护开展地下交
通工作。

老交通员李沛群在《红色地
下交通线的汕头交通站》一文中
回忆：“汕头交通站是一个绝密站
……有许多交通员来来往往都不
知道。”“中央规定对这条交通线
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不但干
部挑选条件严，工作上要求也十
分严格和保密。”

1931 年，时任中央特科负责
人顾顺章叛变后，中法药房汕头
分号便结束了它的秘密使命。为
了确保交通线的顺畅运行，1931
年初，中央交通局在汕头的另一
个绝密交通站正式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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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柳卓楠

1860 年 开
埠的广东汕头，
连接着风景秀丽
的汕头内海湾。
红日东升，略带
咸味的风从海上
吹来，将老城从
百年历史中唤
醒。

今天，这里
是著名的“网红
打卡”胜地。如
果将时针拨回到
1930年，或许有
一个神秘的年轻
人，曾在这样的
早晨在这里登
岸，进入繁华的
汕头城，在同伴
的掩护下，匆匆
赶往梅溪河畔的
潮汕铁路汕头火
车站。

这条路线，正是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广东的第一段。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来到汕头重走中央红色交通线，追寻

革命先辈的足迹，探访那段尘封的历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汕头，是
华南的重要商埠港口，水陆往来
便利。从上海、香港到汕头的
船，一般会在上午八、九时抵达汕
头。因此，交通员们护送人员、物
资从汕头上岸后，多数会在附近
匆匆吃个早餐或直接坐人力车到
汕头火车站，乘火车经潮汕铁路
前往潮州，而后从潮州搭船，沿韩

江、汀江进入梅州大埔。
如今，在位于汕头老城北侧

梅溪河畔的潮汕铁路汕头火车
站旧址处，一栋复原当年火车站
候车楼的建筑正在建设中。

90 多年前，那些匆匆的脚
步，从这里离开又出发，穿过历
史的尘埃，将无名的故事留在这
条绝密的交通线上。

1931 年初，中共中央派遣陈
彭年、顾玉良、罗贵昆三人以经商
的名义来汕头，在海平路 98 号
（今为 97 号）建立华富电料行，作
为中央交通局直属的绝密交通
站。

如今，这里已建成中央红色
交通线旧址（汕头站）陈列馆，无
数人走进这里打卡、了解那段隐
蔽战线上的革命故事。

华富电料行里，陈彭年有长
期秘密工作经验，担任老板；顾玉
良做过生意，担任会计；罗贵昆是
广东人，懂当地语言，担任翻译。

顾玉良在 1983 年回忆了这
段历史：1931 年春，乍暖还寒时
节，3 名交通员来到汕头南京旅
社。住了半个月后，他们利用罗
贵昆的社会关系在附近租了一座
临街的三层楼房，将一块刻有“华
富电料公司”几个大字的铜招牌
挂在大门墙壁上，交通站就这样
成立了。

华富电料行是一个绝密的存

在。老交通员李沛群曾回忆：
“这个站平时根本不送文件，这
与上海、香港、大埔、青溪、闽西
来往的交通不同。”“当时汕头交
通站是专门负责护送中央负责
同志的，必要时才启用。”“交通
员也是单线联系，不这样做，很
难保证安全。”

绝密交通站身负绝密使命，
关系着无数人乃至整条交通线的
安危。李沛群曾这样说：“地下交
通工作经常强调‘工作第一，安全
更是第一。’机关破坏了，人员被
捕了、牺牲了，还谈什么工作？”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一
批又一批交通员们甘愿用生命
守护党的秘密，守护着这条“红
色血脉”的畅通。直至 1934 年
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这个绝密
交通站从未暴露、从未被破坏，
成功完成护送干部、输送物资以
及传送资金、文件和情报等任务，
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1930 年秋，一条神秘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诞生于中国南方
的山水间。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抵达江西瑞
金，这条由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的地下交通线，是中央苏区和外
界联络的重要渠道。

这是一条绝密可靠的交通线。1930年底至1934年红军主力
长征前，它始终保持畅通，传送党的重要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
物资经费，安全护送 200 多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到达中央苏区。
毛泽东后来评价这条秘密交通线时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
血脉。

这是一条崎岖艰险的交通线。它水陆辗转约 3000 公里，一
批批革命先辈将鲜血和汗水洒在这条路上，一群群无名英雄用
赤胆忠诚为革命胜利保存下红色火种。

近日，羊城晚报报道团队循着革命先辈的足迹重走、打卡
“中央红色交通线”，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时代演进，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革命精神。

中央红色交通线①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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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的匆匆脚步
从这里进入广东

绝密站：海平路98号，从未暴露的绝密交通站

汕头站：小公园旁，有一间神秘的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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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段线路图

国庆首日餐饮消费旺
广州多家老字号

国庆伴国潮，寻访老字号。近年来，
中华老字号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品牌影
响力持续提升。穿越时间长河、历经历
史沉淀的老字号，在广大消费者的心中

是一份特殊的“记忆”。面对新的消费趋
势、消费环境，这些具有鲜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特色和深厚历史底蕴的老字号，
将如何重新成长、成为消费新势力？适

逢国庆假期，羊城晚报“90 后”采访团队
将深入全国各地，观察老字号消费的新
亮点，以期为老字号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孙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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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国庆假期的饮食消
费需求，老字号各出新招。

广州酒家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老字号餐饮门店提早着手，准
备了充足的食材和人手。国庆
期间，广州酒家推出积分兑换
活动，消费者凭会员积分可兑
换指定菜式。另有指定菜式点
心的优惠活动推出，消费者能以
优惠的价格品尝特色美味的菜式
点心。

同在越秀区的广州宾馆中
餐厅包厢基本订满。该老字号
负责人表示，国庆期间，客房推

出连住优惠，向住客赠送小国
旗，在餐厅用餐专享88折优惠。

值得一提的是，10月 4日是
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不少餐厅
将推出特色“敬老菜”。例如，广
州酒家推出限时优惠活动，消费
者将以优惠的价格品尝金鼎鲜
虾饺皇、南乳吊烧鸽、猪油虾籽
柚皮等菜式点心。同日，广州
宾馆得云宫午市营业时间也将
延长至 16时 30 分，让宾客在登
高望远祈福、一览珠江美景的
同时，可以品味广府经典特色茶
点。

豆沙酥、低糖黑芝麻酥……
10 月 1 日，在位于北京路步
行街的莲香楼门店，记者看
到，行人络绎不绝，不断有
客人进店选购。摆了 2 层的
糕点不久就卖剩不到 1 层，
几乎沽清。“今天生意非常
好，糕点卖得很快！”店员表
示。

不远处的致美斋，也不时
有街坊路过选购。

“从上午九点到现在，我
们向至少一两百位带小孩的
客人送出了国庆节气球头箍、

手持棒。”10 月 1 日 15 时左
右，陶陶居酒家北京路店的前
台服务员一边给小朋友发放
节日气球，一边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现场取号总数达四百
余个，店员表示，平时生意就
不错，假期客流量更大。16
时 30分，晚市开始前，就有客
人坐在店门口等位。

同样的高人气出现在广
州酒家。据广州酒家负责人
介绍，国庆节当天，餐饮门店
的预订情况总体不错，包厢基
本订满，还有少量大厅的位置

可以预订。记者走访广州酒
家越华店发现，店内基本满
客。

位于小北路的北园酒家
是藏于闹市中的中华老字
号。深入幽静的小径，就能听
到国庆节当天店内大家正热
闹“倾偈”——来的大多是老
广，也有些外地游客。北园酒
家总经理雷良告诉记者，大厅
散座比较火爆，“疫情期间，
最重要的是做好防疫工作、加
强人流管理，同时也要保证菜
品卫生和味道”。

羊城黄金周，
“烟火气”渐浓。在
广州，老字号们迎来
新的消费高峰，莲香
楼、致美斋、陶陶居、
广州酒家等老字号
门店客流不息，餐饮
市场的消费热情在
国庆假期第一天就
被点燃。10月 1日，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
州多家知名餐饮老
字号获悉，多家餐饮
老字号迎来“国庆”
开门红，目前包厢基
本均已订完，散座也
基本坐满。

迎客有新招 老字号预订火爆 佳节又重阳 敬老菜上线在即

老传统

新趋势

广福台朝朝睇大戏

宝墨园日日舞翩跹

市民加餸撑台脚 游客慕名叹小吃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外卖一点 手信到家国庆广州推出外卖
“地方特产馆”

国庆节假期，广州大街小
巷红旗飘飘。食在广州，羊城
晚报记者走访发现，游客慕名
前来打卡，留穗过节的市民也
趁着国庆假期相聚，喜气洋洋
地开启假期第一天。市内餐
饮食肆也推出各种优惠和创
意茶点，让市民游客大饱口
福。国庆节当天，有市民专门
买烧腊加菜、出外和家人吃一
顿家宴，也有一家大小到西关
小吃店怀旧广府美味的。

餐饮食肆火爆
花式推出新意

不少广州人在老字号茶
楼开启自己国庆节长假的第
一天。7时45分，住在广州荔
湾区文昌路的关阿姨和丈夫
提前到广州酒家文昌店等开
门，准备“霸头位”喝早茶。关
阿姨说：“在文昌路住了20多
年，除了节假日，平时都会来
喝茶，节假日估计人比较多，
所以提早到店等开门。”

广州酒家文昌店相关负
责人表示：“国庆节当日，茶市
上座率达90%，以本地食客为
主。”在广州酒家文昌店二楼
珠外厅，曾与《羊城晚报》结缘
的95岁老茶客六姑如平日一
样 ，与 子 女 一 起 到 茶 楼 喝

茶。“大约在 30 年前，广州酒
家 邀 请 老 食 客 品 尝 新 款 点
心，我的照片曾登上了《羊城
晚报》。”六姑说，“我帮衬了
广州酒家 70 多年，节假日的
茶楼氛围特别热闹，我一早
在家吃过了早餐，也要到茶
楼喝茶。”

茶楼热闹非凡，餐饮食肆
也推出优惠和花式点心。广
东胜利宾馆西关粤餐厅推出限
量精选特价产品，半只姜葱白
切文昌鸡、一例港式蜜汁肥叉
烧、一只茶皇乳鸽均价都是
29.9元。中国大酒店马天尼吧
推出赏粤之旅下午茶，以六榕
寺、恩宁路骑楼群等广州经典
建筑为灵感，打造星级下午茶，
在美味中展示老广州模样。

开在城中的火锅店亦人
气十足。海底捞广州珠影星
光城店经理杨女士表示：“国
庆假期首日，包间已全部被订
满。国庆长假预订情况多以
家庭聚餐为主，大桌、中桌的
预订较平日有所提升。”

地道美食受捧
游客专程“打卡”

沿着著名景点荔枝湾涌
来到广州美食园，烧腊店和小
吃店人头涌涌。

有着 43 年历史的绍记驰
名烧腊，有不少街坊游客前来

帮衬。店员梁女士透露：“节
假日期间，叉烧、烧肉、烧鸭等
特别好卖，店内预备了比平时
多 50%的货量。”像黄阿姨就
买了烧鸭、白切鸡，特意“斩
料”加菜。黄阿姨说：“国庆
节，家人都放假，准备好菜好
肉，招待亲人们相聚。”

中午时分，在泮塘路开了
近 15年的凌记濑粉店逐渐有
市民开始排队，也有住在附近
的街坊自带饭盒打包。凌记
负责人凌女士表示：“平日比
较多街坊帮衬，节假日游客食
客比较多。店内的招牌靓濑

粉、南乳猪手面、三酱猪肠粉
等都是热卖品。”已经搬到芳
村居住快三年的泮塘老街坊
潘姨趁假期带孙子回到西关
游玩，顺便品尝地道的西关美
食。潘阿姨说：“西关濑粉美
味，特意前来回味老西关的美
食风味。”

与泮塘五秀相关的地道
小吃也深受市民游客欢迎。
百年老字号泮塘老铺的店员
称，国庆节当日，店内售卖的
马蹄爽饮料、马蹄糕等传统小
吃销量比平日有所上升，手信
佳品是假期的热销品。

爆满爆满

北京路步行街上红旗招展、游人如织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广州酒家文昌店，一早就有年轻人到来打卡叹“一盅两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