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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区位列榜首几
乎是毫无悬念的。深圳是中
国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中国南
方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
造基地，经济总量和科技实力
长期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
南山基于深圳市的战略布局，
重点发展 14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和7大未来产业。

广州天河位居全国百强
区第三位，仅次于深圳南山
区、深圳福田区。这也是天河
第七年“霸榜”。作为广州第
一经济强区和广州市唯一的
GDP“六千亿区”，天河是广州
的经济发展主引擎、高质量发
展窗口，也是区域发展的“排
头兵”——地区生产总值已经
连续 16 年全市第一，2022 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215.7 亿
元，是大湾区最具吸引力的投
资热土。

值得关注的是位列第 35
的佛山市禅城区。与去年相
比，禅城区上升4名，是广东的

“百强区”里跑得最快的黑马。
“突出赋能制造业，在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上‘打头阵’。”禅城
区委五届四次全会报告提出，
禅城要坚定发展高端都市型制
造业和高品质现代服务业，走
出一条高端高新高效、集聚集

群集约、辐射带动全市的带动
型经济发展新路。

此外，报告还列出了10个
潜力城区。其中，广东广州的
增城区上榜。报告分析认为，
增城区深化开放合作，平稳发
展外资外贸，制定多项稳外资
促外贸政策，2022年实现商品
进出口总额489.48亿元，实际
利用外资3.56亿美元，强化全
区经济结构稳定性，是未来冲
刺百强的潜力城区。

综合来看，广东“百强区”
经济特点各有侧重，但都在不
同程度上追求产业升级、技术
创新和多元化的产业格局。

“未来，GDP 在 2500 亿-
4000 亿元量级的领先城区将
进一步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在
愿景规划、高端基础设施、产
业升级、科技创新、数字化转
型等方面提出创新举措，并有
望突破‘资源-竞争力’瓶颈，
进入下一个高增长曲线。”根
据赛迪顾问预测，2023-2025
年中国千亿城区的数量有望
分 别 达 到 164 个、182 个 和
201 个。千亿城区在推动城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这些城区将进一
步引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带
动区域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

暑假期间，是广大学生在社
会活动的最佳时节。后生喜欢打
游戏，现在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电竞酒店。电竞酒店作为
一 个 新 兴 的 产 业 ，近 年 发 展 迅
猛，几乎成了一大批难租公寓的
救命稻草，对学生来说却可能是
一个隐患之处。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
出台了《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关
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通知》，对日益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的电竞酒店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提出了规范要求，那
就是根据电竞酒店容易产生沉迷
网 络 问 题 的 特 点 ，将 它 定 性 为

“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
当前，很多郊区及城乡接合

部的电竞酒店，正是处于这些监
督的薄弱之处。恰恰这些地区的
公寓此前空置率很高，也亟待周
转。供需合拍之下，就成了专赚
年轻人和学生的重要市场。经营
者需要的是把空置公寓租过来，
简单装修，购买双层床、电脑设备
之类，再请些清洁工就能开门营
业了。来客的目的就是打游戏，
因此对于酒店的餐饮、睡眠、安全
和舒适要求就会低得多，这样酒
店的成本控制也远比居住型的简
单得多，利润也是可预期的。

但之所以不适宜未成年人，
首先电竞酒店是网吧的升级版。

网吧环境比较开放容易监控，一
旦发生什么意外，管理者容易发
现。但是酒店入住就不同了，开
了房，一天甚至几天都可以不出
来。未成年人 24 小时、48 小时是
在打游戏还是在做什么，是否通
宵达旦不吃不喝，又或者聚众违
法活动，外界和家长都是很难观
察到位的。

之所以要禁入，不但是考虑
到未成年人的健康和安全问题的
严重性，同时也是对酒店把关的
担心。按照通知规定，酒店要设
置禁入标志、履行告知义务、实
施 网 络 措 施 、禁 止 未 成 年 人 登
录，还要日常巡查。硬件和告示
都可以搞，是不是执行、会不会
出现大学生带着中学生混进去玩
的情况？人家关着房间，酒店又
如何巡查到位呢？会不会严格起
来，生意就会跑到不严格的酒店
去了？所有这些，都和酒店的守
法意识有关。只要酒店想趁着暑
假赚快钱，其中的空白和漏洞必
然还是存在的。

如果沿用类似禁止卖烟卖酒
给未成年人之类的办法，对于电竞
酒店的监管力度可能还是不够的，
需要各个地方加强明察暗访的频
率，比如用未成年人的身份去订酒
店看看酒店究竟有没有执行到位，
及时制止酒店的违规行为，才可能
防止这种情况在行业内蔓延的。

今年以来，股市震荡叠加热
点切换频繁，股债搭配、稳中求
进的二级债基成为了不少投资
者的投资优选。据悉，招商安和
债券型基金于 8 月 21 日起正式
发行，投资者可通过各大银行、
券商、互金平台及招商基金官方
直销平台等渠道进行认购。

在投资策略上，招商安和主要
以高等级信用债筑底，同时适当参
与权益投资，运用量化红利低波
策略，围绕红利因子与低波因子
构建模型，优选红利、低波特征股
票，力争在债券收益基础上有效
地增强组合整体收益，并将组合
波动控制在较小范围内。（杨广）

百强区榜单发布，深圳南山区蝉联桂冠

数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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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研究机构赛迪顾问发布“2023
赛迪百强区”榜单（以下简称“榜单”），广
东强势霸榜，占据17席，入榜数量与江苏
同列省级行政区第一，同去年持平。今年
广东的“百强区”依然集中在广州（7个）、
深圳（6个）、佛山（3个）、珠海（1个）4市。

值得关注的是，榜单前十，广东占据
八席。其中，深圳南山区蝉联桂冠，深圳
福田区、广州天河区、深圳宝安区、深圳龙

岗区、广州黄埔区、佛山顺德区分列2—7名，佛山南海区列第九。
此外，广州越秀区、深圳龙华区、罗湖区入围11—30名，广州番禺
区、白云区、佛山禅城区、珠海香洲区、广州海珠区入围31—40名，
广州花都区列第65名。

城区作为中国资金、技术、商
品、人才和信息活动的中心、区域
经济的产业聚集点，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担当着重要使命。

据悉，榜单对全国（不含直辖
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台湾地区）的 905 个市辖区
进行综合评估，延续“双门槛”评价
原则，即地区生产总值>800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亿元，采用

23个二级指标、70余个参考指标
的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从经济实力、增长动力、内生
支撑、区域能级和共享发展5个方
面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百强区以 0.7%的
国 土 面 积 创 造 了 全 国 16.9% 的
GDP。2022 年，百强区平均地区
生产总值达 2045 亿元，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达 16.9 万元，是全国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的 2 倍。从区域
分析上看，中部崛起势头强劲，

“东强西弱”的格局趋势有明显改
善，“南强北弱”的格局略有缓
解。具体来看，百强区按区域分
布分别为东部 59 个、中部 22 个、
西部18个、东北1个城区，中部城
区新增4个城区进入百强，北方城
区开始发力，百强区个数较 2022
年新增1个。

榜单从不同维度对百强区进行
了划分。整体来看，梯队内部城区
竞争日趋激烈，梯度差距有所缓
解。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来看，
前12个城区可划入第一梯队，且第
一梯队内也可划分为两个集团。来
自广东的南山区、福田区、天河区为
第一梯队第一集团，竞争力得分在
500—350区间。宝安区、龙岗区、
黄埔区、顺德区、吴江区、南海区、雨
花区、武进区、越秀区为第二集团，
竞争力得分在300—200区间。上
述第一梯队的12个城区中，广东城
区就占了9个。

报告分析，2023 年百强区高
质量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缓解，
即便在内部差距较大的第一梯
队，其第二集团9个城区高质量发
展水平得分差距也明显缩小，城

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第一梯
队百强区经济规模和经济密度分
化现象突出，福田区、天河区和南
山区在两方面均表现突出，吴江
区和南海区则相对较弱，越秀区
经济密度表现亮眼。

“千亿城区”同样值得关注，
今年的榜单中13个城区首次突破
千亿元大关。“千亿城区”队伍从
2021 年的 136 个增至 2022 年的
149个。其中，13个城区首次突破
千亿元大关，加入“千亿城区”俱
乐部。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和
3000 亿元的城区数量均有增长，
分别增至35个和 14个，广东共有
15 个城区经济总量突破 2000 亿
元，9个城区突破3000亿元。

以 5000 亿元、3000 亿元为分
界线将35个“两千亿城区”划分为

三个梯队。其中，第一梯队的深
圳南山区成为全国首个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8000亿元的地级市市辖
区，其高总量、高增速特征明显，
广东3个城区深圳南山区、广州天
河区、深圳福田区包揽了超 5000
亿元的第一梯队。地区生产总值
在3000亿-5000亿元区间的第二
梯队城区增至 12 个，广东的深圳
龙岗区、深圳宝安区、广州黄埔
区、佛山顺德区、佛山南海区、广
州越秀区 6 个城区上榜。第三梯
队中，广东的深圳龙华区、广州番
禺区、深圳罗湖区、广州海珠区、
广州白云区、佛山禅城区上榜。

此外，常州武进区、西安雁塔区
和南京江宁区新晋“三千亿城区”队
伍；郑州金水区经济增长取得亮眼
成绩，成为中部崛起的“新势力”。

全国前十强区广东占据八席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实习生 邝晓雯

电竞酒店瞄准学生市场
加强高频监管很有必要

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近日，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第
二十届中国基金业“金基金奖”榜
单揭晓，凭借中长期优异的业绩回
报，中欧养老产业混合型基金荣获

“金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五年期
奖”。基金二季报显示，截至今年

6月30日，中欧养老产业近5年收
益 率 达 185% ，远 超 业 绩 基 准
11.15%，在银河证券公布的同类
偏股型基金 (A 类)排名前列。同
时，中欧养老产业荣获银河证券、
海通证券五年期五星评级。（杨广）

招商安和债券正式发行

中欧基金荣获两项大奖

北方城区同比新增一个 广州增城成潜力城区

广东三区包揽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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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讲话常带儿化音，也
就是在字尾通常加个“儿”字。
如：胡同儿、大院儿、大叔儿、大
婶儿、老伴儿、爷们儿，听起来很
爽，很带劲儿。当然，北京话也
不是处处都带儿化音。比方说，
老理儿的“理”后边就要加“儿”，
而表达相同意思的老规矩的矩
后边就无需加“儿”。再以我自
己为例。我的笔名“红孩”已经
用30年了，熟悉我的人，或者说
北京人都习惯叫我“红孩儿”，在
这里“孩儿”是发“孩”的儿化音
的。而很多外地人，特别是不会
说儿化音的朋友，叫起来就非常
别扭，要么粗着嗓子发音“红
孩”，要么把“红孩儿”三个字音
都发出来，让人哭笑不得。

这不由让我想起小时候，家
里的老人常说的“取灯儿”。“取灯
儿”其实就是火柴，也叫“洋火”

“洋取灯儿”。从一个“洋”字，不
难看出，这火柴的发明不是咱中
国人。上网查证，火柴由英国人
在1827年发明。清道光年间，西
方国家将火柴作为“贡品”，极少

量流入中国。在这之前，中国人
取火的方式是将竹子、松柏枝条
削成薄片，在顶端涂硫磺少许，用
来点火，名曰“取灯儿”，文言点的
叫“发烛”。我喜欢“取灯儿”这个
名称，形象，又有点生机禅意。北
京地区也有把“取灯儿”发音成

“起灯儿”的，都是一回事儿。
我在上小学前，一直把火柴

说成“取灯儿”。等认识了文字，
开始到供销社买东西了，才发现
供销社的柜台里明明白白地把

“取灯儿”写成“火柴”。从那以后，
我的嘴里就不再说取灯儿了。后
来，读到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
孩》和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我就
想，要是将其读成“卖‘取灯儿’的
小女孩”和“七根‘取灯儿’”，效果
又该如何？对取灯儿的叫法我相
信现在还会有人这么叫的。前些
年，铁凝出版了长篇小说《笨花》，
书中有个人物就叫“取灯儿”。

上小学五六年级时，学生之
间流行拍胚儿。所谓的“胚儿”，
就是火柴正面的图案，正确的叫
法为“商标”。当时，最有名的火

柴厂是泊头火柴厂。拍胚儿的具
体玩法是：两个人对垒比大小，最
小的是8万，泊头火柴厂生产的
一种常见的火柴，图案仅“泊头”
两字，2分钱一盒。

现如今好了，火柴有无数
种，几乎上点档次的宾馆都有属
于自己个性的火柴商标，那图案
也是五花八门。我十年前还喜
欢收藏这玩意儿，攒了满满一大
玻璃罐子，现在见得多了，也就罢
手。不过，偶尔出差，我会恶作剧
地给宾馆服务员打电话：“劳您
驾，给拿一盒取灯儿行吗？”对方
则一脸蒙圈，说：“先生，麻烦您
再说一遍，我刚才没有听清。”

取灯儿真是太有意思了。
晚上睡觉，我常思忖，古人为什
么把这取火的工具叫作取灯儿，
而不叫“取光儿”“钻木”“起电”
什么的？我觉得，取灯儿的主要
作用似乎不在于燃烧取暖，而更
在于获取光明，使人的视野更加
开阔。如此一想，我对取灯儿倍
加觉得亲切和热爱了。这或许
就是参禅之人所称道的顿悟吧。

喧闹

洞背村也很喧闹：
鸡声、鸭声、狗声、
鸟声、虫声、蛙声，
还有窗外月光
巨大的无声。

小飞蛾

一只小飞蛾，在我桌面上
绕着一只较大的飞蛾的尸体转，
一会儿碰碰它，一会儿离开，
然后又回来，重复原来的动作，
最后终于半飞半爬离开了。
也许这是它第一次遭遇死亡，
并且不知道这是死亡。

瞬间

上午十一点，走到阳台
对着眼前绿色的农田
和远方的海天一片蓝——
就在我深深呼吸的瞬间
两件挂在阳台栏杆外的
枣红色运动衣突然飘上来
晃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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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铁凝出版了长篇小说《笨花》，

书中有个人物就叫“取灯儿” “取灯儿” □红孩

几张泛黄的照片把我拉回童
年岁月，重回广东文献馆（广府学
宫），那是1946-1948年间我父亲
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常去游玩之地。

广府学宫始建于北宋庆历年
间，初位于今光塔路一带，随着王
朝更替、战火纷飞，几经迁徙，南宋
绍兴三年（1133 年）迁至如今的文
德路一带，范围包括今中山路、文
德路、文明路至府学西街之间的一
大片区域；坐北朝南，以广州城的
文明门与番山连成的一条线为中
轴线，对称排列，前有玉带濠，后有
禺山坡，左有文溪，右有仙湖……

当年的广州有广府学宫、南
海学宫、番禺学宫三大学宫，其中
数广府学宫最大。正中是大成殿，
供着孔子的牌位，两边摆放“四配”
（又称四公、四圣），包括颜渊、子
思、曾参、孟轲的牌位，东西两厢摆
放孔子七十二弟子中的代表人物
十二位哲人的牌位。大成殿前有
月台，后院有两排廊屋，里面供着
孔子七十二个弟子的牌位。学宫
门前，竖着两块“文武官员至此下
马”的石碑。每逢春秋祭日，政府
官员都会来这里祭拜孔子。以两
广总督为首的文武官员在这里焚
香点烛，供奉谷物酒肉，排班奏乐，
叩首跪拜，十分虔诚。

随着岁月流逝，朝代更替，当

年的学宫被一点一点地蚕食，到
了上世纪初，教忠学堂（今十三中
学）、广州市立图书馆都在它的地
头建起来。抗战期间，广州沦陷，
它成了日伪驻军之地，满目疮痍。

抗战胜利后，1946 年 1 月 25
日，广东省务会议通过了设立广
东文献馆的决议，址设广府学宫，
时又称“文庙”。简又文是文献馆
专任委员。因为 1940 年中国文
化协进会成立，我父亲黄般若是
筹备委员会委员、美术研究委员
会委员，并兼任总务组主任。为

“ 研 究 乡 邦 文 化 ，发 扬 民 族 精
神”，中国文化协进会在香港冯平
山图书馆举办的“广东文物”展
览，父亲在场地和设备都不充足
的条件下，组织展出文物两千多
件，从征集、展出到发还都没有出
现失落和损坏的情况。展览结束
后出版了三巨册《广东文物》，从
摄影、制版、编图像、总校对都是
由父亲担任。有鉴于此，简又文
再次找他搭档。

文献馆开始时计划设六个部
门，各部门设干事一名：图书部陈
德芸，艺术部黄般若，研究部饶宗
颐，编译部李景新，工程部简又文
兼，总务部周文刚。另置秘书一
名，由饶宗颐兼任。后因研究、编
译两部门工作未能展开，饶宗颐、

李景新请假不干，于是干事只有
黄般若、陈德芸、周文刚三人（不
久，陈德芸病逝），另有助理干事
二人，雇员四人，杂役花匠共五
人。

沦陷期间，文庙被日伪军队占
领，门墙房舍，均被破坏，园林树
木，大半无存，大成殿及两庑所祀
先圣先儒牌位被毁殆尽，仅至圣孔
子牌位巍然独存，然牌位上的金粉
已被刮剥。抗战胜利后，文庙又被
国民党军队占领，变成驻兵养马之
地，大庙内外，瓦砾粪秽，堆积遍
地，整个学宫沦为荒芜废庙。

文献馆筹备伊始，连办公的
地方也没有，我父亲经营的“友石
斋”离学宫大概只有百步之遥，便
成了文献馆临时的办公室。当文
庙门前挂起了“广东省文献馆”的
时候，简又文在友石斋接受记者
采访：“现在的文献馆只有一个空
洞的广府学宫，连桌子也没有一
张，不过最近的将来，它可能会成
为一个灿烂的文化公园。”他绘画
着文献馆的未来：“未来的广东文
献馆是一个美丽的文化公园。学
宫里有方池，有假山，有石桥，四
周植满了名花异卉，在浓荫深处，
错列了无数小室堂，大成殿上仍
供奉着孔圣，左右陈列了乐器。
殿的两侧有抗战室，革命室，中山
室，六祖室和陈白沙室，堆满了先
贤的文章和遗物，更有古董室，架
列了陶器、瓦器和精纤的古玉；图
书馆有满柜的地方志和古本画，
美术室的壁上悬有字画，桌上陈
列着雕刻品，在鸟语花香当中，任
由游客尽情地浏览。这里每个星
期，有一个文献讲座，聘定了名
流，轮回地演讲，供给人们以文献
常识，并为利便文化的研究者起
见，开放图书馆，供给各期的研究
资料，此外并定期出版刊物，发扬
广东文化。”他深情地说：“我希望
这是事实，而不是幻梦。”

同人首先清除文庙里的瓦砾
芜秽，次即逐步修葺垣墙屋宇庭
阶池桥，布置前后花园，广植花
木。大成殿孔子牌位及神龛两旁
陈设及原有的乐器祭器，或寻回
或重置。以殿堂作礼堂讲坛，为
宣扬文化之用，亦无背古圣杏坛
设教之旨。两庑北首由热心人士
捐资修葺，重制先贤先儒牌位奉
祀。大成殿之孔圣牌位及神龛亦
粉饰一新。西庑南首暂用为古物
保管室；东庑中部辟为文物保藏
室，南首辟作古物陈列室。两庑
内外均加以修葺粉饰，使与全庙
内外色调和谐配合。大成门西边
房屋两间，分别是艺术室、陈列
室；东边两间为革命文献室及图

书室、阅览室。西偏殿三间为馆
员宿舍及餐厅，东偏殿三间为办
公室及会客厅。东偏殿内进“岭
南第一儒林”，改为藏书室，办公
室。另东边一大间为会议室。

“儒林”南首空地为花圃，再南
即旧大门楼，大成门前正中大天
阶，阶石全部重铺。大门内有泮
池，石桥，假山，小亭，东西两门楼，
东西两廊，均一律加以修理或改
建。另砌通桥环池石路数条。至
学宫原有石碑，则有一部分移置两
廊及门楼。“文武官员至此下马”两
石碑之后各竖四丈余高之大旗杆。

最大的工程是改造头门及外
墙。原有大石牌坊一座，重加粉
饰，只将坊侧旧墙拆卸，在南面数
十尺外，沿文明路周边改建新墙。
墙外围以石栏杆。又将对面马路
的青云桥畔的大石牌坊移到文献
馆的大门。文庙旁废置一隅之“贤
关”“圣域”两石牌坊移建于大门两
旁。此部工程完成后，文庙内部增
地数千方尺，外观亦极堂皇壮丽。
全庙庭阶花园假山以及大门墙外，
广植花树百余株。其中以大成殿
前及大门内之大柏树十余株为最
伟观，这是各文献委员手植下的。

文庙经此一番修建、保存原
有之庄严气象及壮丽景色，焕然
一新。宫墙依旧，泮水常清。花
木扶疏，时挹惠风之习习。庭阶
肃穆，重瞻圣庙之峨峨。

广东文献馆于 1946 年 9 月
19 日正式开馆。1949 年 1 月，国
民党政权“迁都”广州。2 月 24
日，内政部、国史馆迁入广东文献
馆，从此警卫森严，文献馆宣布停
止开放。

文献馆存活不到三年，但成
绩斐然。

我父亲在文献馆留下了多张
照片，而我儿时在文献馆内的照
片，应该是在 1948 年夏天拍的。
那时我父亲没那么忙的时候，都
会先到文献馆对面的“明珍茶楼”
（那是一间二喱馆，用的是方桌，
桥凳，档次远低于城隍庙对面的

“妙奇香”）。于是我一早便守着
门口等父亲出门，生怕他“卖甩
我”。父亲饮完茶再回文献馆上
班，我们很多时候跟着去玩，虽说
不知道那些陈设是什么，但总对
大成殿至圣孔子牌位充满好奇，
还有大殿里那红红的圆柱（那是
两个人也抱不住的），殿外的柏
树，大门那边的方池、假山、石桥
……都是我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广州解放后，广府学宫被改为
市工人文化宫，一点可供追忆的遗
迹也没有了，唯一熟悉的大成殿旧
址，已变成了榕泉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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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认识你们不久，你们
便开遍了村口路旁，树树白花，
朝着上下四方放射，白花花的，
绿叶都退隐了，或被强烈对照得
变浅黄了，不够用来点缀或衬托。
满满地白，几乎是赤裸裸地白。
不认识你们的，会问什么花？
认识你们的，还会问什么花！
如果你们搬到某个山头，
那山头就会变成白头。

在通往深山的土路上
两旁的树林里
全是知了的嘶哑声。
确切地说，是有知无了：
它们都还在咿呀学叫，
大概得再过一两个月
才能流利而欢畅地歌唱。
你就像在一条世界性的长廊里
两旁簇拥着无数小孩在练声，
让你想把喉咙和胸膛
也借给他们去抒情，同时
你不能不期待再过一段时间
那漫山遍野的大合唱将怎样
带着巨大的声浪淹没你。

练声

给村口的银合欢

1948 年，作者的父亲、画家黄般若摄于文献馆泮池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