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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400
多岁“老龙”露真容

鞭炮齐鸣，龙船鼓响。上
午，泮塘首二三约的村民在梁家
祠集合，迎接各兄弟村的代表。
祠堂外，鼓声阵阵；祠堂内，牲、
酒、茶、斋、果、饼样样齐全，供
奉着龙船牌和女子龙舟队的龙
船头、龙船尾。9 时许，鞭炮声
响，村民列队走向荔湾湖公园的
藏龙处，即玉翠湖。男丁捧着龙
船牌、龙船头、龙船尾、龙船桨，
村中的梁家媳妇们手捧供品。

在荔湾湖公园的玉翠湖“龙
船窦”，埋藏着首二三约和四约
的龙船。村民们举行一系列仪
式后，由男丁们下水“起龙”。
其中，最抢眼的是泮塘首二三约
的400多岁“老龙”仁威一号船。

在泮塘首二三约，男丁下水
前，必须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男丁洒由柚子叶和黄皮叶浸泡
的水，祈愿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泮塘首二三约的老人黎锡强今年
74岁，近20年来，他负责为男丁
们洒水。他说，“每当龙船鼓响
起，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主持洒水
仪式依旧深感责任重大。”

伴随着鼓声、鞭炮声，男丁

们逐一下水，齐心协力将埋藏在
湖中深处的龙船挖出来，掏船舱
泥沙、摇船底泥浆，经过初步

“洗龙”后，将写有“仁威”二字
的龙船牌分别插在船头和船尾。

值得一提的是，在泮塘首二
三约的龙船中，只有女子龙舟队
的 龙 船 有 龙 船 头 和 龙 船 尾 。
400 多岁“老龙”仁威一号船和
仁威二号船只有龙船牌作为标

识，只能由男丁们划船。其中
“老龙”仁威一号船为绿底金字
“仁威”；仁威二号船为白底黑
字“仁威”。

“老龙”仁威一号船建造于
明朝嘉靖年间，是传统男子长
龙，全长 38.3 米，宽约 1.2 米，重
近 3.5 吨，由坤甸树的木材制作
而成，龙船满员共计约90至 108
人。黎锡强说：“为了养护‘老

龙 ’，近 年 来 适 当 减 员 上‘ 老
龙’。”

“老龙”仁威一号船还流传
着一段“龙舟结契”的佳话。泮
塘村土生土长的村民李凯帆介
绍，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广州
官府组织了龙舟比赛，当时已有
100 多岁的盐步龙舟与龙舟“后
生仔”泮塘村凸眼龙同场竞技，
就在盐步龙舟即将夺标之际，泮
塘村龙舟队的一个小伙子突然
飞身夺得锦旗。

按规则，夺得锦旗者为胜
方，于是泮塘村领取了烧猪美酒
等奖品。但泮塘村里的老人们
认为盐步龙舟划得最快，应该将
烧猪等奖品送回盐步。盐步人
执意不收，双方相互推让。最
后，泮塘村的一位长者说：“盐
步龙舟年老，有白须，泮塘凸眼
龙‘后生’，盐步龙舟做契爷（干
爹），泮塘凸眼龙做契仔（干 儿
子），结契认亲”。“两龙结契”至
今已有400多年。

女士上阵，女子
龙舟队不甘示弱

男丁们“起龙”“洗龙”气势
非凡，村中的女士们也不甘示
弱。泮塘首二三约的梁家媳妇
们换上红色队服，待男丁们“洗
龙”后，下水试划龙船。

今年 73 岁的陈银带是泮塘
首二三约女子龙舟队的第一批成

员，回想起八九年前下水划龙舟
的经历，她记忆犹新。陈银带说：

“女子龙舟队成立之初，我连续两
年划龙舟。后来由于身体原因，
把位置让给了‘后生们’。每年我
必须亲自看‘起龙’，也看看我们
女子龙舟队的龙船风采。”

女子龙舟队成员梁丽雪说：
“‘起龙’后，队员们准备在每天
下午安排训练，每天训练 2-3小
时，展现我们村中女性刻苦耐劳
的精神。”

梁丽雪的哥哥梁绵海是泮塘
首二三约仁威龙船会会长，他从
2013 年起筹备村里的女子龙舟
队，2014年女子龙舟队的龙船制
作完成，女子龙舟队正式成立。

作为泮塘“老龙”仁威一号
船的掌舵手，梁绵海说：“按照
习俗，传统龙舟只能由男丁划
船。为了让村中女士们都能参
与划龙舟，特意设立女子龙舟
队。女子龙舟队走过 9年，从最
初没有掌舵手、鼓手，到现在人
员齐全，越来越壮大。目前队伍
约有 40人，下水划船有 28 人。”
为了让孙辈传承泮塘仁威的龙
舟文化，梁绵海特意让近 7岁的
孙女下水划龙舟。

中午约 12 时，泮塘村的龙
船回到各自祠堂门前的河涌，按
照习俗，在停靠前需要来回划船
三次。有村民介绍说，之后会使
用猪油擦拭龙船船身，保养龙
船，让龙船更有光泽。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鹏程报
道：5 月 26 日，第 35 期花城院士
讲坛暨青年论坛、《广州氢能产业
发展报告（2022）》发布会举办。
活动中发布的《广州氢能产业发
展报告（2022）》（以 下 简 称“ 报
告”）是广州市第一本氢能产业的
蓝皮书。

据悉，该报告由广州市氢能
和综合智慧能源产业发展联合会
在2022年下半年，历时4个多月
编辑而成，涵盖了广州市氢能产
业布局情况、行业政策、产业化示
范应用、产业链代表企业的相关
介绍以及院士、专家的指导意见。

报告指出，广州是广东氢能
发展布局的重点区域。广州市政
府相继发布了5个涉氢规划，以顶
层设计之力全面催动本地氢能产
业“制-储-运-加-应用”全面加
速。同时，率先成立了广州市氢
能和综合智慧能源产业发展联合
会，成为推动广州氢能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报告认为，目前广州氢能产
业布局日趋完善，科技创新成效
初现，示范应用规模逐步扩大，并
且广州具有较好的氢气制备条

件。报告显示，广州市制氢资源
约占全省的 10%，年制氢量约
6000吨。

在应用层面，加氢站是氢燃
料电池车规模化发展的首要基础
设施，是打通氢燃料电池车落地的
重要环节。据报告统计，截至
2022 年 8月，全国已建成加氢站
260座，正常运营的加氢站为248
座，分布在26个省级行政区的85
个城市，呈多地发展态势。广东省
建成加氢站50座，在运营33座，其
中广州市建成7座，在运营5座。

此外，报告还从氢气制储运
加、氢能核心部件、氢能关键材
料、燃料电池整车、核心技术、政
策保障、行业协会等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氢能产业的发展建议。报
告建议，要推进关键材料国产化，
突破卡脖子环节、打破国外垄
断。重点推动膜电极、质子交换
膜、催化剂、碳纸、双极板、碳纤
维缠绕膜等氢能关键材料项目的
研发及产业化。同时，建议尽快
出台广州市氢能产业扶持、奖励
办法，支持开展低谷电制氢示范，
协调谷期电解水制氢电价执行广
东省蓄冷电价政策。

广州第一本氢能产业蓝皮书发布：

广州市年制氢量约6000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
通讯员文瑶报道：5月26日晚，广
州粤剧院走进“戏码头”湖北武
汉，参加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
片）会演，在湖北戏曲艺术中心
（首义剧场）演出粤剧《焚香记》。
该剧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黎骏声饰演
男主角王魁，国家一级演员、新晋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宜饰
演女主角焦桂英。演员们精彩的
演绎，为武汉戏迷展现“南国红
豆”的独特魅力。

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会
演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主办，于5月15日在湖北
武汉开幕。会演期间，将有16个省
区市的17台剧目和1台民族地区稀
有剧种折子戏专场参加演出。其
中，共有2部粤剧参加演出，分别是
广州粤剧院的粤剧《焚香记》，以及
梧州市演艺有限责任公司的粤剧
《抉择》。

广州粤剧院总经理、艺术总
监欧凯明介绍，粤剧《焚香记》原
为著名粤剧编剧杨子静根据川剧
和著名剧作家田汉的《情探》改
编，由粤剧宗师马师曾、红线女主
演。其中，红线女演唱的《焚香
记·打神》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名
段，作为红腔代表名作历演不

衰。1987年，红线女曾在武汉举
行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中南）活
动中举办“个人独唱会”，红腔登
陆“戏码头”，轰动武汉。

本次会演演出的粤剧《焚香
记》，是广州粤剧院广州红豆粤剧
团于2022年重新创排的，特邀著
名粤剧编剧陈锦荣进行剧本整
理，由著名一级导演童薇薇执
导。该剧讲述了青楼歌妓焦桂英
与负心秀才王魁间的爱恨纠葛。
2022年重排版本在保留原故事架
构、核心戏码、人物设定以及大量
经典唱段，在传承红派经典唱段
的基础上，对剧情作了适当增删，
让情节更为集中、紧凑。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演是李
嘉宜获得梅花奖后的首场大型长
剧演出，也是她继2022年获得湖
北卫视《戏码头》第二季全国青年
戏曲挑战赛“全国十强”荣誉称号
后，首次带着新作品与武汉观众见
面。当晚，在“行路”一场中，李嘉
宜运用长达七尺的水袖，结合戏曲
载歌载舞的表演特点，以及飞跪、
落腰等技巧，展示出大量高难度技
艺，获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悉，5月28、29日，广州粤剧
院还将转场河北石家庄，带着《焚
香记》《黄飞虎反五关》两台经典
大戏登陆石家庄大剧院。

广州粤剧院参加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

粤剧《焚香记》亮相武汉

粤剧《焚香记》现场剧照 陈庆忠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
讯员陈浩报道：《同心结》《阳台的
花儿开了》……5月26日晚，粤港
澳大湾区“大地情深”——全国优
秀群众文艺作品示范性巡演活动
广州专场在广州市文化馆新馆剧
场上演。多个第十九届群星奖入
围及获奖作品同台亮相，令观众
大饱眼福。

本次巡演活动由文化和旅游
部主办，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
司、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
将于 5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广州、
珠海、深圳等地，为群众献上一
连三场示范性文艺演出及公益
讲座培训。本次活动精选广东、
上海、浙江、湖北等地的第十九
届群星奖入围及获奖作品和巡
演地市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在
粤港澳大湾区开展示范性巡演。

广州是本次巡演的第一站。
在广州专场演出中，“广州出品”
的群众精品节目精彩上演。荣获
第十九届群星奖的广东南音新唱
《同心结》由粤港澳三地演员联合
演绎，以大湾区特有的曲艺形式
——广东南音，融合粤语的艺术
魅力，表达了人民对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的憧憬与期盼；荣获第十
八届群星奖的西河大鼓书《大营
救》将北方古老传统的西河大鼓

书“说唱”和岭南曲艺“乡谈”相
融合，运用曲艺唱段、旁白、叙
述、戏剧表演、三弦伴奏等多种艺
术手段，以舞台表演的形式重现
了一段精彩的红色抗争历史；入
围第十九届群星奖的群舞作品
《步步高》取材于广州援藏干部的
真实故事，用广东音乐与藏族旋
律交织出心连心的感人场景。

此外，来自上海、浙江、湖北
等地的群文佳作同样大放异彩。
口琴重奏《爱上这座城》用清新悦
耳的旋律令人沉浸于上海这座充
满江南风韵又兼具时尚浪漫的城
市；群舞《擂鼓声声迎归帆》根据
洞头非遗“脚擂鼓”改编创作，舞
台上海边女子舞动身姿，舞蹈融
合民俗，展现温州地域特色；表演
唱《阳台的花儿开了》温暖隽永的
歌声令现场观众深受感染。

本次活动还同期举办公益讲
座和培训等惠民活动，邀请广东
省合唱类及广场舞编创专家在当
地文化馆开展公益讲座和培训。
其中，合唱指挥家、广东省文化馆
研究馆员李振华以《群众合唱团
声音训练及情感表达》为题进行
培训讲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特聘“群文编舞家”王德辉、吴群
莲为广大学员作题为《广场舞创
作与创新》的授课。

“群星”精品荟萃粤港澳大湾区

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示范性巡演广州专场上演

广州荔湾泮塘
“起龙”迎端午

400多岁“老龙”仁威一号船出水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通讯员 荔宣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四月八，龙船透底挖。端午将至，5月 26
日，农历四月初八，广州荔湾区第 13 届“荔枝
湾·新西关”民俗文化活动——“五月五·龙船
鼓”之起龙仪式在荔湾湖公园举行。当天，泮塘
村民齐聚，泮塘村举行“起龙”“洗龙”等仪式。

其中，泮塘首二三约有着 400多年历史的
“老龙”仁威一号船再次和街坊们见面，泮塘首
二三约的女子龙舟队也在当天下船试水。荔湾
湖上碧波荡漾，鼓声中，泮塘首二三约和四约的
龙船威风前行，吸引了市民在湖岸观看。

技工院校吹响就业号角，近半毕业生被名企“预定”

有同学手握5份录用信

校园招聘会现场 周聪 摄

粤剧《焚香记》现场剧照 陈庆忠 摄

▲装上金光闪闪的龙头◀龙头到达“龙船窦”

▲男丁们将埋藏在湖中深处的龙船挖出来，掏出船舱泥沙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通讯
员穗台宣报道：由广州市人民政
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教育局联合
主办的首届广州台湾青年岭南文
化讲解员大赛总决赛于5月26日
正式举行。来自多个部门及多所
高校的负责人、台湾青年代表、台
协青年会代表、12家广州市对台
交流基地和交流点的负责人，以
及来自广州12所高校、中小学的
台湾学生代表共约200人参加了
当天的总决赛。

总决赛现场，在校台生组和
非在校台青组共 20名参赛选手
通过线下激烈角逐，分组别各产

生金牌讲解员1名、银牌讲解员2
名、铜牌讲解员3名、最佳表达奖
2名、最佳风貌奖2名。所有初赛
参赛选手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参
赛荣誉证书。

当天，主办方还播放了《两岸
同心、青年同行，赓续文脉、相聚
岭南》的宣传视频，回顾前期培
训、参赛的精彩瞬间。广州市台
办负责人指出，此次大赛以“岭南
文化我来讲”为主题，发挥广州作
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优势，推动
台湾青年“沉浸式”体悟岭南文
化。广州将一如既往为台湾青年
分享广州发展机遇，深化两岸青
年交流交融。希望广大台湾青年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
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更
好地读懂广州、热爱广州、融入广
州、奉献广州，为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谱写青春新华章。

此次大赛依托 12 家国家、
省、市对台交流基地的材料，通过
广泛组织线上线下培训和参加文
化赛事活动等形式，吸引广大台
湾青年探寻岭南文化之美、感悟
历史文化印记、讲述岭南文化精
彩，增进台湾青年国家认同、民族
认同和文化认同，推动台湾青年
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讲好广
州故事。

据悉，大赛自 2023年 2月份

正式启动以来，吸引了近4000名
在穗台湾青少年参加线上培训，
官方专题页面及海报浏览量超过
72万人次。近500名台湾青少年
走进 12家国家、省、市对台交流
基地和交流点，学习感悟岭南文
化。185名台湾青少年报名参加
初赛选拔，参赛选手最小年龄仅7
岁。今年 4月份，经大赛评审委
员会专家综合评审，在校台生组
和非在校台青组得分前 20名选
手脱颖而出，其中，各组得分前
10名的优秀选手晋级总决赛。

主办方表示，通过举办文化
赛事，进一步发掘台湾青年讲解
员苗子，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推动

更多优秀台湾青年担任广州市对
台交流基地的讲解员，积极参加
志愿宣讲服务，帮助更多台湾台
胞领略岭南文化之美。

近年来，广州坚持以通促融、
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持续深化穗
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精心打造
了“穗台青年论坛”“筑梦珠江·展
翅飞翔——台湾大学生实习体验
活动”等特色品牌，建成“1+7”海
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交流点、1 家
广东省对台交流基地、11家广州
市穗台交流示范基地，实现国家、
省、市三级交流平台串珠成链，为
穗台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交流交
心交融提供了丰富载体。

首届广州台湾青年岭南文化
讲解员大赛总决赛举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
讯员曹辉、刘泱报道：5 月 26日
上午，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在白
云校区举办了2023年广州市机
电技师学院校园招聘会。在现
场，记者发现，技能人才备受青
睐，不少学生还未毕业就被“预

定”，甚至有学生已手握5份of-
fer（录用信）。

当天上午，记者在招聘会现
场看到，招聘会场面火爆。中国
核工业建设公司、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福耀玻璃、东方电气、周生
生珠宝、广药集团等行业巨头纷

纷为学生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不
少企业为了抢人现场临时调高待
遇，月薪普遍达4000-6000元，
还有不少月薪过万元的岗位。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副院
长谢广伟向记者透露，本次招聘
会报名企业达到了将近400家，

学校根据企业提供的薪酬待遇、
专业对口情况、学生发展前景
等，从中筛选了120家企业前来
招聘会现场招聘，大多都是粤港
澳大湾区大型加工制造企业，求
人倍率超过了 5:1。同时，华
为、广州地铁、广汽埃安、广汽乘

用车等部分深度校企合作单位
还特别设立了专场招聘会。在
招聘会之前已经有近一半的学
生被名企提前“预定”。

“现在我已经手握 5 份 of-
fer！”黄粤弘是广州市机电技师
学院19级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学
生。他向记者展示了他收到的
5 份录用信，其中包括广汽埃
安、广汽乘用等热门企业。

说起机电一体化专业，黄粤
弘十分骄傲：“这个专业当初是
我自己选的！我觉得学机电一
体化很有前景，当年就报了。”

黄粤弘介绍，自己从小动手
能力比较强。中考时，他选择走
技能之路。“技工院校学子不愁
找工作，我身边的同学大多都已
经定好去处了。我今天来再看
有没有更合适的工作。”

东方电气 (广州)重型机器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多
制造类企业正面临着结构性用
工矛盾，一方面自动化生产水平
越来越高，企业生产并不需要大
量人工，大量缩减人员；但另一
方面，企业生产自动化水平越
高，就越需要技能人才来进行自
动化设备的操控与维保。因此，
企业逐步提升高技能人才的薪
酬待遇、加强校企合作已成为发
展的新趋势。

台湾青年讲好广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