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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广州人家中的年花年桔去哪了？

有的复种街头“再上岗”
有的回到产地“更护花”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范晗越 通讯员 成广聚 程轩 梁静仪 毛婕

8日，环卫工人在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华快桥底绿化带复种年桔

记者通过走访也发现，
广州各地推进年花年桔复
种工作，让年花年桔为绿美
广州贡献力量。

2月 8日，记者在天河区
中山大道西华快桥底绿化带
看到，环卫工人正将收集到的

年桔复种于此。“通过多年实
践，天河区在年花年桔复种工
作上，已积累一定经验。”天河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第
二保洁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
王凤丽介绍，不仅是华快桥
底，该区近年来还在珠吉路桥

底、悦景路小山坡、迎龙北路
公厕周边，成功复种600余棵
年桔，成活率超过60%。

除了中心城区，记者还
从花都区城管部门获悉，该
区亦在推进利用年花年桔，
提升天马河公园绿化。

年花复种为绿美广州贡献力量

记者走访发现，经妥善
处理的年花年桔，浑身是
宝。

2 月 8 日，记者在广州
市番禺区石壁街都那村看
到，多位工作人员在村内年
花年桔临时收集点，将回收
而来的年花年桔实施花盆、
花泥、枝干“三分离”。分离
出来的枝干被工作人员送
入粉碎机粉碎，碎末则用袋

子收集备用。
“作为广州主要的年桔

产销地，我们不仅做好种植
和销售，还将做好回收工
作。”都那村党总支书记、村
民委员会主任、理事长江宇
炳介绍，在区城管部门指导
下，都那村 2023 年年桔销
售季推出“售后回收服务”，
引导桔农在元宵节后前往
顾客家中主动回收已售出

的年桔。通过主动回收，桔
农可获得花盆和花泥，用于
下一年的年桔种植。经粉
碎后的枝干，则可供村内树
场当作肥料使用。

江宇炳介绍，2023年春
节期间，都那村年桔销售纯利
达到每亩2.5万元，比去年春
节期间增加 0.5 万元：“我们
将主动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回报社会对我们的支持。”

“年桔之乡”推出“售后服务”

去年广州天河GDP

6215.72亿元
增长 2.4%，经济运行

总体稳定、稳中提质

羊城晚报讯 记者汪海
晏、通讯员关悦报道：近
日，广州海关发布 2022 年
广州外贸“成绩单”。2022
年，广州外贸进出口总值
达 1.09 万亿元，年度规模
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同期
增长 1.1%，占广东省外贸
总值的 13.2%。其中，第四
季度实现 22.7%的同比增
长，助力广州外贸实现“V”
形强劲反弹。

2022 年，广州贸易结
构持续优化，对外开放水
平不断提升。一般贸易进
出口增长 17.6%，保税物流
进出口大幅增长 23.2%，有
力拉动广州外贸增长。其
中，广州进口规模持续扩
大，全年实现进口贸易额
475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3%，占广东省进口总值
的 16%。其中，农产品、消
费 品 进 口 增 长 均 超 过
23%。打造高水平对外开
放平台成效明显，广州白
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和南沙
综 合 保 税 区 不 断 转 型 升
级，发挥“保税+”政策优
势，支持外贸企业依托综
合保税区进一步拓展国际
国内市场。2022 年，广州
白云机场、南沙两大综合
保 税 区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166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8.4%。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
一 年 来 ，多 个 行 业 迎 来
RCEP 实施利好。广州与
越南、泰国、日本等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RCEP 带来的利
好 为 外 贸 发 展 持 续 注 入

“新活力”。一方面，关税
减免政策使纺织服装、皮
具皮革等劳动力密集企业
有效缓解了近年来成本抬
升的难题，在降本增效的
同时促进了东南亚订单回
流；另一方面，RCEP 政策
利好促进传统外贸企业、
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合作
更加密切，跨境电商产业
不断壮大。2022 年，广州
对 RCEP 国家进出口贸易
额超 3500 亿元，约占广州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3.6%。

此外，外贸主体活力有
效激发，民营企业外贸比
重进一步提升。2022 年，
广 州 民 营 企 业 不 断 发 展
壮大，表现出强劲的活力
和竞争力，2022 年进出口
贸 易 额 超 5000 亿 元 ，占
全市外贸比重超五成，继
续稳坐广州外贸主体“头
把交椅”。

历史新高！

去年广州外贸
进出口总值破万亿

《2022广州国企老字号白皮书》发布，
83个市属国企老字号中有26个百年老字号

“平均年龄”106岁
餐饮行业最集中

老字号珠江钢琴连续22年产销量及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董
鹏程摄影报道：2月8日，广州举办
市属国企老字号高质量发展新闻
发布会，会上发布了《2022广州国
企老字号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
书”）。截至目前，广州市属国企共
有各级老字号83个，占全市比重过
半，其中，中华老字号为29个。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老字号的“平均
年龄”为106岁，其中百年老字号有
26个。老字号企业广泛分布于餐
饮食品类、加工制造类和医药类。

资产总额超700亿元
据广州市国资委一级调研员陈

江正介绍，市属国企共有老字号83
个，占全市总数过半；其中中华老字
号29个，占全市83%、全省51%。
2022年，上述老字号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646.4亿元、利润总额42.2亿
元。截至2022年底，资产总额706.9
亿元、净资产348.6亿元。

老字号分布较为集中。其
中，餐饮食品类占29%，加工制造
类占28%，医药类占22%，三者合
计占老字号总数约八成。白皮书
分析指出，市属国企共有24个餐
饮食品老字号，包括陶陶居、广州
酒家、北园酒家等。

83个老字号不仅历史悠久，也
颇具发展活力。市属老字号平均
自然年龄达106岁，百年以上老字
号26个，其中陈李济、致美斋均超
过400年，陈李济更以423岁成为
全球最长寿药企。凭借历史沉淀，
这些老字号在守正创新中实现行
业地位的领先：拥有12个中华老字
号的广药集团成为世界500强，珠
江钢琴连续22年产销量及市场占
有率全球第一。

陈江正介绍，83个老字号文
化底蕴深厚。其中，医药老字号
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5项；轻工老

字号、餐饮老字号也承载诸多岭
南文化精髓。

每年专项扶持五千万
白皮书同时发布了广州国企老

字号品牌活力榜和重点行业品牌前
三，这两个榜单均为首次发布。其
中，老字号活力品牌30强中，30强
平均活力指数得分62.6分，餐饮食
品老字号表现最佳，共有12个入
选，并在前10强中占8席，陶陶居以
75.7分位居榜首。医药老字号也有
9家入选，均为广药集团旗下品牌。

陈江正介绍，此前，经市政府
同意，市国资委先后出台《广州市
支持中医药中华老字号品牌振兴
实施方案》《关于振兴市属国有企
业老字号的若干措施》2份政策文
件，提出总体思路、基本目标和一
系列振兴措施。

目前，广州已建立了国资收益
后补助激励扶持机制，明确2021年
至2025年，每年从国资收益中安排
不超过5000万元老字号专项扶持
资金，目前已支持了两批项目。在
强化资金支持方面，广州国资委还
推动设立老字号振兴基金，首期规
模4.04亿元，基金首投已落地。

持续推动老字号焕新
如何让老字号群体充分焕发

新生机、新活力？陈江正表示，广
州国企老字号要深入推进分层分
类差异化发展、持续深化市场化改
革激发活力动力、加速构建多层次
立体化保护传承和传播体系。

首先，要结合活力指数构建
老字号品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其次，要加大资源整合、混改、
资本运作、风险防控、市场化选人
用人及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力度；
此外，还要协调支持老字号发展
融入城市规划。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
报道：记者近日从广州市天
河区获悉，根据广州市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2 年天河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6215.72 亿元，增长
2.4%；三次产业比例为0.04：
7.20：92.76。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为 2.58 亿元，
增长 20.5%；第
二产业增加值
为447.33亿元，

下降 0.4%；第三产
业增加值为5765.81亿
元，增长2.6%。
据介绍，2022年天河区

主导产业支撑有力。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产
业结构，着力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出台 41 条稳经济
政策措施，推动金融业、新
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代
商贸业、高端专业服务业、
现代都市工业等五大主导
产业加快发展，实现增加值
4299.04亿元，增长3.7%，占
GDP比重近七成，拉动GDP
增长2.5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后劲不断增
强。新增企业 8.25 万家，占
全 市 新 增 设 立 企 业 的
29.1% ；新 增“ 四 上 ”企 业
1029家，连续5年新增数量
超 过 1000 家 ，占 全 市 的
16.4% ；数 量 均 居 全 市 第
一。新引入持牌金融机构
17家，新增上市企业2家。

重大平台加快建设。
天河中央商务区建设“四个
出新出彩”示范区行动方案
由省委深改委印发实施，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商务与数
字经济仲裁中心落地，广州
期货交易所正式开展工业
硅期货和期权交易，广东数
字金融创新产业园（起 步
区）挂牌，新增超甲级、甲级
商务写字楼8栋。广州国际
金融城获批纳入广东自贸
试验区广州联动发展区，全
年 完 成 项 目 投 资 150.5 亿
元、增长23.3%；天河路商圈
入选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
圈，新引进首店 56家、国际
品牌27个。

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新
增科技类企业 2万家、占全
市 35.7%，3293 家企业入选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占
全市19.7%。新认定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
家，现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储备企业553家。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天河区主管的131个重点建
设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282.2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115.6%；天河区主管的 104
个市“攻城拔寨”项目完成
投资 279 亿元，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 135.6%。新建成
5G 基站 1442 座、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600个。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
曼报道：农历新年刚过，广
州的各展馆已经紧锣密鼓
开启了布展工作。记者从
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逾
50 场展会将于 2-3 月陆续
亮相羊城 ，涵盖工业、汽
车、家具、美容、医疗、设
计、食品、动漫等多个领
域。其中，智能制造系列
工业展、华南国际口腔展、
华南国际包装工业展、华
南国际印刷展、定制家居
展、迪培思广告标识展等
行业知名展会悉数亮相；

“美业人”必打卡的全球性
盛会——美博会展览面积
达 20 万平方米，将有上千
个新品牌首发；家博会则将
以超 50万平方米的展览面
积闪亮登场。

8 日，广州迎来新春首
展——第五届全国森林消
防装备展会暨应急救援装

备展在花都区的富力环球
时尚博览中心举办，拉开
广州会展业新年大幕。这
是该展首次在广州举办，
也是展馆正式投入使用的
首场专业展会，“新馆+新
展”代表着广州会展生机
勃勃的新气象。该展组织
国 内 外 森 林 消 防 企 业 参
展，展示森林消防新产品、
新技术、新成果，助力提升
森林消防装备科技创新水
平，为广州会展业冲刺高
质量发展开好局。

广州市商务局数据显
示，2022 年，全市重点场馆
累计举办展览近 200场，面
积超400万平方米，会议近
4000 场，取得全年展会规
模居全国首位、广交会展馆
室内展览面积跃居全球第
一、大型展会发展稳健、高
端会议助力产业高质量发
展等成绩。

逾50场展会将在
2-3月陆续亮相羊城

▼ 羊 城 晚 报
2022 年 4 月 25 日
A5 版刊载了二人
间的暖心事迹

◀记者去年为梁
炳生与韦素梅摄下
合影

记者从广州市天河区城
管部门获悉，2023 年新春期
间，该区一共设置了81个年
花年桔临时收集点。在各方
努力下，截至2月7日，该区已
采摘废弃年桔果实20余吨，
回收各类花盆1000多个，收
集花枝、花叶150余吨，花泥
近100吨。根据广州市番禺
城管部门通报，该区在 2023
年新春期间共设置148个年

花年桔临时收集点。截至 2
月7日，已收集花木约65吨、
花盆约56吨、花泥约111吨。

记者同时从广州市花都
区城管部门获悉，从 2 月 6
日开始，该区迎来废弃年花
年桔处理高峰。区环卫所每
日派出 7 台车，每日 8 时到
18时不间断巡查、收运年花
年桔，每日大约可收集各类
年花年桔7吨。

“设置临时收集点，同时
鼓励基层环卫部门主动收
集，可减少废弃年花年桔对
市容环境的影响。”广州市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广州自 2011 年
起，每年新春期间皆在市内
各地设置年花年桔临时收集
点。节后废弃年花年桔随处
丢弃、影响市容之不雅景观，
正逐年减少。

多区发力减少年花随处丢弃

春节来临前，广州就
已设立737个年花年桔
临时收集点，呼吁市民将
凋谢陈旧的年花年桔送
至临时收集点处理。2
月8日，记者从广州各级
城管部门获悉，在市民及
基层环卫人员的配合与
辛勤劳动下，大量年花年
桔被回收再利用。不少
经回收的年花年桔已在
城中绿地“再上岗”，为绿
美广州贡献力量。

去年4月25日，羊城晚报曾刊发报道
《“十元之约”的背后》，讲述“中国好人”、诚
实守信理发师韦素梅与她的房东、“广州好
人”梁炳生守望相助、情暖街坊的故事。近
日，韦素梅告知记者，自己的房东梁炳生先
生已于2月2日凌晨去世，享年96岁。斯人
已逝，情谊、诺言依旧。

交情远不止房东房客

年轻时，韦素梅带着理发的手艺从清
远连山来到广州。从支个小摊到拥有一
间小铺面，“贝梅理发”已成为五羊新城街
坊眼中的熟悉一景。

2016 年，韦素梅以每月3000元的价
格租下梁炳生的房子。在五羊新城繁华地
段，与周边商铺相比，该价格已算实惠。
2020年疫情肆虐时，商铺生意不好做，梁
炳生听说韦素梅的困境后，主动提出每月
减租500元，帮助她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只要求其“剪发10元”的价格不变。

三年来，韦素梅履行约定，不管生意好
坏，无论日子艰难与否，理发价格一直维持
10元不变。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梁炳生与
韦素梅的“十元之约”成为城中美谈，为人称
道。也因此，2022年8月，梁炳生获2022年

“广州好人”称号，2023年1月，韦素梅荣获
“中国好人”称号。

梁炳生年轻时曾是中国新闻社的一名
摄影记者，而后又在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工
作。去年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梁炳
生曾反复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可以贡
献的，但我是共产党员，老想着要再做点什
么。”所以，在知晓租客韦素梅的难处后，他
主动伸出援手：“我不减租，她就会失业。
十块钱（剪）一个人，够阿梅吃饭，让她继续
理发，就当服务街坊。”

二人的交情，也远不止这个约定。梁
炳生常年独居，年事已高，韦素梅与好友
乔毅常一同照料他的起居。2021 年 10
月，梁炳生半夜因病出血，倒在家中不省
人事。韦素梅赶紧喊来乔毅，七手八脚合
力将他送到医院。梁炳生曾说：“是她们
俩救了我一命。”而对于感激和称赞，韦素
梅只说：“梁爷爷是个好人，他心肠好，我
们也乐意帮他。”

料理完后事继续守诺

去年10月，梁炳生的肠癌再次病发，韦
素梅与乔毅看其情况不好，便告知其原单位
及远在国外的亲人。“梁爷爷的女儿从国外
赶回来，带着他到医院治疗。当时因为疫
情，我们也去不了医院，只能偶尔通过视频

跟他打声招呼。”韦素梅回忆道，“梁爷爷当
时都说不了话了，但还能认得我们，用手比
划比划。像乔阿姨（乔毅）好心照顾了他这
么多年，都是有感情的。”

在梁炳生住院治疗的日子里，韦素梅
照常开着店，和乔毅一起帮忙守着梁爷爷
的房子。2月 2日凌晨，她们收到了梁炳
生去世的消息，又忙前忙后、料理后事。

“特别是乔毅，她人好，跑前跑后，照顾老
人家这么多年很不容易。”韦素梅念叨,

“其实都是相互的，梁爷爷帮过我，我们也
帮他，就是看他心地好，不图什么。”

2月 8日，记者又一次来到贝梅美发
店拜访。店外的笼子里又收留了新的流
浪猫，店内的韦素梅则边忙活着生意、边
絮叨往事：“平时他（梁炳生）就坐在那把
椅子上，看外面热闹，他就高兴。现在他

人不在了，椅子也空了，我都想把那张椅
子扔掉了。”记者回忆，去年接受采访时，
梁炳生曾说，坐在椅子上，看着理发店里
人来人往，顾客剪好头发、对着镜子满意
地照，他心里就很欢喜。

睹物思人。韦素梅又指了指门前的
绿化带：“梁爷爷说门前的绿化要好，要有
生机。过年时人家扔掉一些年桔，我就和
乔毅捡来种下，浇的是梁爷爷家的水，他
就坐在那看着。现在，这些树苗都长得挺
好的了。”

待料理完梁炳生的后事，他的孩子们
也要继续回到国外工作，广州的老屋或将继
续留着，请人照看。那么，贝梅理发还能不
能开得下去？韦素梅坦言，能开的话会继续
开下去，延续与梁爷爷的约定：“等送完他最
后一程，我还会在这里，给街坊们理发。”

“十元之约”房东一路走好
感谢你给大家带来温暖
房客说，“我降房租，你不涨价”的“好人之约”有望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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