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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共赏
主题展览呈现岭南文化

广州传统中轴线上，中山纪
念堂已布置三个特色展览。回顾
历史展望未来，中山纪念堂主体
建筑“以伟大之建筑 作永久之纪
念”大型展览，多视角、多层次展
现一代伟人、一座建筑与一个城
市之间相互交织的历史画卷。历
史陈列馆“舰证中山魂——孙中
山与中山舰事迹图片展”则以中
山舰为脉络，展现了孙中山为民
族复兴而奋斗的坚定信念。此
外，南园道“吾堂中山——全国中
山纪念堂巡礼”展示着各地中山
纪念堂的建筑风貌、历史沿革和
特色文化。

兰花有“花中君子”之美称，集
兰文化和岭南园林于一体的广州
兰圃将于9月26日至10月31日，
在国香馆展出“兰圃兰缘”——苏
小华兰花主题画展，展出国家一级
美术师苏小华创作的23幅画作，
这些画作是苏小华以岭南画派“撞
水撞粉”技法创作的。

看画展，还能感受精品兰花
之美。9月26日至10月 8日，广
州兰圃联合广州兰花研究会
在第一兰棚举办精品兰花
展，共展出 150 盆，兰

花品种为 98种。本次兰花展有
一株变异稀有品种，名为“犁山
狮王”，其花瓣上有着分布不均
匀的斑点，点缀在花舌上显得花
朵更加灵动俏皮。

白云山上，第十二届“郑仙
非遗文化月”活动仍在持续，白
云山云岩、郑仙广场打造了“郑
仙福道文创店”“郑仙非遗文化
展厅”及“非遗文化摄影展”，分
别展出历届郑仙非遗文化月文
创产品、郑仙传说和历年郑仙诞
精彩照片等。

潮玩非遗
非遗主题课堂开课

柔软的乱针绣和刚强的雕
塑艺术相互结合，会产生什么样
的火花？从9月29日至10月 28
日，广州珠江公园珠江大讲堂举
办“刚柔并济”非遗乱针绣作品
暨雕塑作品联展，本次展览共展
出 54 幅由广州工艺美术大师、
乱针绣非遗传承人林莉莉及其
学生的作品。

工艺美术师万利华展出十
二生肖和人像两个系列雕塑作
品，其中《大家闺绣》和《天使》是

以林莉莉为原型而创作，是刺绣
艺术与雕塑艺术的跨界互动。
在9月29日展览开幕当天，将有
作品现场导赏讲解、乱针绣演示
等活动。10 月 3 日举行体验活
动，活动现场有乱针绣演示、刺
绣团扇体验活动。

流花湖公园的流花西苑是
岭南派盆景的发源地，有着“岭
南盆景之家”的美誉。10月 2日
9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广州盆
景协会副会长陈建成将在流花
西苑多媒体影视展厅讲述岭南
盆景在中国盆景界的地位，介绍
岭南盆景的风格特色、制作技法
等内容，并现场实操展示。

此外，市民还能当一次盆景
设计师，发挥创造力，结合植物
搭配知识，设计盆景造型，制作
后的盆景作品可带回家。

探寻“萌宝”
走进奇妙动物世界

在节日期间，广州动物园将
为“毛孩子”准备节日丰容活动，
每天主题皆不同。比如，9月 29
日，将在小熊猫馆开展“月光宝
盒”丰容，在草食区的海南坡鹿
将有“福鹿绕满月”中秋盛宴；10
月 3 日、10 月 5 日，猩猩馆将有

“猩月传奇”主题丰容等。
广州动物园科普教育部副

部长许建琳表示：“生活在动物
园的‘毛孩子’得到贴心照料，但
为了避免动物形成刻板行为，保
育员会以多种形式开展丰容活
动，激发它们的活动行为。比如
制作丰容道具，将食物藏在道具
中，让动物开动脑筋思考如何寻
获食物。”

今年以来，广州动物园陆续
有添喜消息，市民在节日期间游
园，或有机会偶遇动物“萌宝”
们。据悉，今年出生的两只小熊
猫幼崽将跟随妈妈“晞晞”自由
出入运动场；海南坡鹿 4 只“萌
宝”将在草食区撒欢；三只狐獴
宝宝和四只耳廓狐宝宝也等待
市民前来捕捉它们的呆萌瞬间。

保育员和动物在日常相处
中有哪些有趣故事？节日期间，
大熊猫、海南坡鹿、华南虎、黑猩
猩等 9 种动物的保育员轮番上
阵，在“动物大学”用朴实、风趣
的语言，向市民讲述他们与动物
之间的故事。

在假日游园方面，广州动
物园建议市民游客出行前先查
看广州动物园票务号、公众号，
尽量选择线上购票。如果显示
没票，证明当天园区游客量较
大，建议错峰出行。此外，持年
卡、次卡、免费和优惠入园有效
凭证的市民在节日期间可正常
使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炜伦报
道：近日，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
会（以下简称“广州物协”）发布
《2023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发展
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广州物业
发展现状。同时，为规避室内装
修违规行为，广州物协发布《广州
市物业管理行业装修管理协议示
范文本》，对装修涉及的各方行为
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物业费均价
一线城市中靠后

《2023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
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由广州物协和中指控股联
合编制，《报告》中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物业管理面积
为289亿平方米，其中广州管理
面积为 4.2 亿平方米，占广东省
管 理 面 积（29.4 亿 平 方 米）的
14.3%。

根据中指研究院《2023年上
半年中国物业服务价格指数研
究报告》，2023年 6月，广州市物
业服务均价为 2.74 元/平方米/
月，高于该报告统计的二十城物
业服务均价（2.52 元/平 方 米·
月），排名第五。但在一线城市
中排名靠后（深圳 3.89 元/平方
米/月，北京 3.39 元/平方米·月，
上海 2.78 元/平方米·月）。

《报告》指出，广州业主大会
覆盖率达 42.7%，物业服务满意

度得分为高于行业均值水平。

如何规范装修
有了参考文本

今年以来，涉及室内装修不
规范导致房屋出现安全问题的
事件频频出现，涉事责任人甚至
因此负上刑事责任。

为更好地规范室内装修流
程，规避违规行为，广州物协发
布《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装修管
理协议示范文本》（以下简称《示
范文本》），文中列出了装修过程
中的十三大禁止行为，包括：未
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
案，禁止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禁止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
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禁止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
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
土墙体；禁止损坏房屋原有节能
设施，降低节能效果；禁止擅自
封闭、占用公共区域、消防通道、
天面等共用场地等。

此外，作为丙方的物业公司
不得指派装饰装修企业或者强
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不得索取
不正当利益；应认真履行告知义
务和巡察、监督、管理职责等。

《示范文本》为装饰装修企
业、业主、物业使用人与物业服
务人签订装饰装修服务协议提
供了参考，可减少矛盾纠纷。

“广州物协”发布的报告显示

广州物业费均价
为2.74元/平方米·月

羊城晚报讯 记者高焓，通
讯员李国全、曾君兰、严煦报道：
全国第 14 个“敬老月”即将到
来，9 月 27 日，在广州市民政局
指导下，广州市志愿者协会（以
下简称“广志协”）举办的“耆乐
融融，敬老助老”敬老月社区志
愿服务大行动启动。

据悉，此次行动将全面动员
社区志愿服务力量，从助餐服
务、反诈宣导、医疗保健等方面
为超万名长者提供志愿服务。

推广颐康中心养
老志愿服务站点建设

近期，在市民政局指导下，
广志协正开展首批颐康中心养
老志愿服务站点培育工作。

启动仪式上，广志协与 11
个区的颐康中心代表签订了培
育协议。广志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建设养老志愿服务站点，颐
康中心可依托自身优势从场地
建设、服务组织、服务兑换等方
面开展相关工作。在培育期间，
广志协将为站点提供资源链接、
宣传推广等支持，支持站点培育
为老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具有在
地特色的为老志愿服务活动。

海珠区素社街颐康中心“公
益时间”养老志愿服务站点是首
批培育站点成员之一。该中心
负责人介绍，素社街颐康中心加
入“公益时间”一年半来，已有超
7600 人次来到颐康中心参与助

老志愿服务，不少长者志愿者又
通过志愿服务积分到颐康中心
兑换康复护理、辅具租赁等服
务。接下来，该中心将在助学助
乐、助医助洁、助餐配餐、生活照
料、精神慰藉等助老志愿服务板
块持续细化服务清单，并根据服
务内容划分通识培训和专业培
训，持续动员社区志愿者参与为
老志愿服务。

优化专才志愿队
伍与长者间对接流程

广志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集中动员了 8 支专才志愿服
务队伍，能提供助餐配餐、义诊、
义修、义剪、反诈宣导、摄影等方
面的服务，通过集中上架专才志
愿服务清单，优化供需匹配流
程，让更多长者受惠。

“绿网使者”网络安全志愿
服务队队长张彦表示，队伍里目
前有五十多位公益讲师，队伍还
在不断壮大，其中不乏律师和公
益类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除了
上门入户服务外，服务队每周还
会不定期在社区开展讲座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重点帮助长者留
意养老金型、养老保险型、投资
理财型等高发网络诈骗招数，帮
助大家守好钱袋子。

据悉，敬老月期间，广志协
还将联动爱心企业、慈善基金
会、各志愿服务组织（团队）开展
多项品牌志愿服务。

广州启动敬老月
社区志愿服务大行动

将惠及长者超万名

国庆临近，广州陆续开展喜
迎国庆的群众活动，在广州市荔
湾区冲口街道，坑口经济联社第
29届“国庆杯”足球赛（以下简称

“坑口村‘国庆杯’足球赛”）阔别
三年后重新回归，在今年9月 15
日晚再次在坑口小学打响，比赛
持续至9月28日。

坑口村“国庆杯”足球赛创
办于 1995 年，这个“村超”为何
能办29届？近日，羊城晚报记者
实地走访“村超”比赛现场，挖掘

“村超”背后的足球情。

球赛长盛不衰
数代村民参与

自坑口村“国庆杯”足球赛
开幕后，足球赛成为了村民茶余
饭后的乐事。曾在 1995 年参加
第一届坑口村“国庆杯”足球赛
的坑口经济联社四社社长陈树
彬带着孙女来到球场观赛，现在
他是足球赛的筹备人之一。

“一眨眼，村里的足球赛已
走过29年，第一届比赛还是在坑
坑洼洼的泥地、水坑中进行。现

在，赛场舒适、整洁了，参与比赛
的年轻人也多了……”回忆起足
球赛走过时光，陈树彬感慨万
分。陈树彬说，坑口村的体育氛
围一直以来十分浓厚，在 1995
年，当时的东漖镇举办了比赛，
坑口村子弟在足球赛中获得冠
军，当年的优异成绩促使村中子
弟筹办坑口村专属的足球赛。

29年来，坑口村“国庆杯”足
球赛的参赛队员只限于坑口村
内的南围、罗涌、坑口、沙涌、西
坑、墩头6个自然村，8支生产社
队伍参加。陈树彬说：“足球赛
一直是以村民自娱自乐、喜迎国
庆为举办初衷，让村民有强身健
体、以球会友的平台。比赛奖金
是象征性的奖励，从第一届至今
一直没有变，比如奖励冠军1000
元、亚军 800 元、季军 600 元，我
们希望村里的足球赛是纯粹的、
公平的、有益身心的比赛。”

曾连续参加10届坑口村“国
庆杯”足球赛的陈树彬虽然在这
些年没有上场踢，但他家中的三
代人以不同方式参与。陈树彬
笑称，“我老了，只能在场外当观

众，儿子陈俊杰是球队的主力，5
岁的孙女也喜欢足球，她穿着球
衣、抱着足球在赛场周边奔跑。”

像陈树彬一样，参加过第一
届坑口村“国庆杯”足球赛的还
有来自七社沙涌队的陈惠河，但
他和儿子是以“父子兵”形式上
阵。

“村超”氛围浓厚
助力“村小”足球发展

环视坑口小学田径场一周，
能看到坑口村“国庆杯”足球赛
历届比赛的精选图片。偶尔间，
还看到在坑口小学任教了 30多
年的体育老师马炬辉为孩子们
上足球专项课程。

广州市荔湾区坑口小学校
长杨国超表示，坑口小学所在的
坑口村持续多年举办“国庆杯”
足球赛，每届比赛持续半个多
月，浓郁的足球氛围影响着孩子
们对足球的喜爱。“学校借助社
区足球文化优势，从1997年开始
引进专业足球教师，开始组建学
校足球队。目前，每个班级每学
期有16节足球课，体育老师根据
学生球感选拔校队成员。学校
足球队分为三个梯队，总共有
100-110人。”

杨国超介绍，校队在 26 年
来，参加过国家、省、市、区足球
竞赛，成绩凸显。因学校足球课
程普及和成绩突出，荔湾区中小

学生校园足球赛也于 2012 年被
正式冠名为“坑口杯”。“学校足
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也得益于
坑口村的助力，他们出资聘请专
业教练走进校园，为校队孩子们
开展培训，村校合作形成了良性
循环。”

踢球如何保障学业？在坑
口小学有一套保障“足球仔”学
业成绩的方法。杨国超说：“踢
球、学业两不误。对于进入校队
的孩子，任课老师会另找时间为
他们补课，学校也会关注、追踪
学生的学业成绩，让他们学业不
掉队。”

陈俊杰、左键豪、陈伽豪、
黄启誉……这些从坑口小学走
出来的“足球仔”曾被选送至广
州市中学生代表队，陈伽豪更
在升学后曾走进西班牙马德里
竞技足球俱乐部接受 5 年的足
球训练。

数位“足球仔”回归
脚踩乡土展风姿

羊城晚报记者实地采访期
间，坑口村“国庆杯”足球赛的赛
程已进入尾声，参加比赛的球员
有从坑口小学毕业的“足球仔”。

1991 年出生的左键豪是坑
口村“国庆杯”足球赛的第二代
人 ，从 2007 年 至 今 未 缺 席 球
赛，今年，他依旧戴着一社球队
的队长袖章驰骋绿茵场。“曾经

拿过两届亚军、两届季军，虽然
还没有冠军加持，但却不觉得
遗憾。”左键豪说，足球赛对村
民而言是欢聚的节日，从 2007
年参赛至今，自己心态也发生
了变化，“年轻时总想赢，胜负
欲十分强烈，长大后却是享受
比赛胜过赢球，希望有更多年
轻人享受比赛传承坑口村的足
球文化。”

在坑口村中，提起“留洋”的
“足球仔”，村民第一反应就是
陈伽豪。陈伽豪说：“读小学
时，最期待是每天可以在课间踢
球，周末参加比赛，村里举办的
足球赛更是‘足球仔’翘首以盼
的盛会。”在中学阶段，陈伽豪
迎来了宝贵的机会，他因一次比
赛被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足球俱
乐部选拔出国，接受足球培训，
甚至在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
效力于国青队。

今年坑口村“国庆杯”足球
赛是陈伽豪在村赛中的首秀，

“由于之前一直在国外训练，今
年我有机会以四社球员身份参
加比赛，既兴奋又期待争冠。在
我童年记忆里，村足球赛竞争激
烈，想夺冠考验着球员水平。”

球场上，和陈伽豪并肩作战
的还有“00后”黄启誉，如今他是
华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的
研一学生，“从小到大一直效力
于校队，和足球结下了不可分割
之缘。”

羊城晚报讯 记者高焓、通讯员李国全报道：
9 月 27日下午，30多名老人和小朋友在广州市
越秀区洪桥街长者饭堂齐齐动手，在广州市轻
工技师学院老师带领的“粤菜师傅”团队指导下
DIY冰皮月饼。

“粤菜师傅”小姐姐、小哥哥们先向大家介
绍中秋节的习俗文化、典故传说，再介绍冰皮月
饼的制作步骤，带着大家一起动手。无论老人
还是小孩，都满怀期待和兴奋，从略显生疏到动
作麻利，揉面—搓圆—放馅—合拢—入模具—
成型—装盒，一个个圆润晶莹的月饼就“出炉”
了。

此次月饼的馅料分四种口味，包括蛋黄肉
松、芝士蔓越莓、豆沙、香芋等，老人和孩子们垂
涎三尺，有的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则小心翼翼地
捧着自己的作品拍照。不少老人表示，制作过
程不算太复杂，非常高兴和惊喜，希望街道可以
多组织类似的活动，寓教于乐、老少同乐，其乐
融融。

越秀区洪桥街相关负责人介绍，洪桥街长者
饭堂联合学校、商超等 8 家成员组建“爱心联
盟”，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是成员单位之一。洪
桥街通过联合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常态化举
办“当劳动实践遇上传统文化——洪桥街劳动教
育实践活动”系列活动，在清明、端午、中秋、冬
至等传统节日期间，由“粤菜师傅”带领孩子和
长者们一起制作应节食品，希望大家用心、用
手、用味蕾感受民俗文化，学习劳动技能。

萌娃长者齐动手
冰皮月饼贺中秋

羊城晚报讯 记者刘星彤、实习生
吴潜之报道：中秋将至，广州文旅再添
浓墨重彩一笔——由欢乐舟主题乐园
斥资打造的广州首家高空冒险探索天
地“欢乐冒险岛”（见图，景区供图）定于
9月28日重磅开园。当天，金色欢乐舟
2.0版本也将同时亮相。

占地面积 30000 平方米的欢乐舟
主题乐园坐落于广州白云区白云山旅
游核心圈，是由广东安华美博集团打造
的特色探索乐园。此次新开园的欢乐

冒险岛主打无动力玩乐项目，指无须电
力等外部能量提供支持，仅依靠设备自
身与使用者互动便能进行游乐的游戏
设备，如攀爬、滑行、蹦网、钻筒、走梯、
荡秋千、过山车等。据悉，无动力乐园
因天然契合亲子旅游市场的特性，成为
近年文旅市场发展的热点之一。

新园区亮相及升级后，欢乐舟将开
创“空中游乐+”文旅新模式，其中金色
欢乐舟作为广州首家空中巨轮冒险主
题乐园，将全面展示与舟文化相关的专

业知识，通过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置
身人类起源时的古朴氛围中。全新亮
相的金色欢乐舟更引进羊驼、北极狐、
长鼻浣熊、水豚、狐獴幼崽、珍贵鹦鹉等
多个海陆空明星动物萌宠，带来全新的
沉浸式动物园游玩体验。配合自然光
影科普馆、神秘森林、七彩花园等互动
空间，打造为集主题性、科普性、互动性
于一体的大湾区亲子游玩胜地。值得
一提的是，游客还可在此远眺风景如画
的白云山。

“双节”在广州如何玩？
多个公园景区献上活动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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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村超”迎国庆
这个举办了29届的足球赛见证数位“足球仔”成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广州首家高空冒险探索天地广州首家高空冒险探索天地

““欢乐冒险岛欢乐冒险岛””今日开园今日开园

画展、兰花展、摄影展

等展览雅俗共赏，非遗体

验课在节日开课，走进动

物之旅邂逅动物萌宝……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梳理

发现，在中秋、国庆“双节”

期间，多个主题活动将在

广州多个公园、景区举行。

在门票优惠方面，记

者从广州市林业和园林

局获悉，9 月 29 日至 10

月6日，全市各大公园、景

区执行门票优惠政策，实

行政府指导价（成人全价

票）8折优惠；广州兰圃实

行政府指导价（成人全价

票）7.5折优惠。

市民为鸸鹋拍照市民为鸸鹋拍照 马思泳马思泳 摄摄

精彩比赛精彩比赛，，点燃街坊们家门口的体育氛围点燃街坊们家门口的体育氛围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
讯员袁文婷报道：中秋前夕，被誉
为“岭南建筑艺术明珠”的陈家祠
堂迎来了历史性时刻。9月27日
晚上，“古祠留芳——陈家祠光影
秀”启动，标志着陈家祠正式进入
了全新的光影时代。光影下，这
座百年古建筑“活”了起来。

从陈家祠建筑屋檐上飞来
两道光影，光影不断追逐、游动，
最终在建筑正面中心碰撞出一
个巨大的漩涡。两位威武的门
神从漩涡中出现，身后的漩涡中
透射出道道光芒，流光勾勒的祠
堂大门徐徐开启……当晚举行
的陈家祠光影秀启动仪式上，精
心设计的光影创编将陈家祠堂
装点得如梦如幻，精美石雕、砖
雕、陶塑、灰塑等装饰在光影的
映照下更加生动立体，吸引了众
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整个光影秀持续15分钟。
据介绍，陈家祠光影秀项目

分为“日常节能模式”和“节日模
式”。其中，“日常节能模式”以
朴素的投光描绘文物建筑物的
形态和细节；“节日模式”则利用
光影、虚实结合展示建筑装饰的
文化艺术形象，通过声光电等科
技手段，打造不同效果上的陈家
祠。此外，该项目还复原了陈家
祠历史上原有的前院水塘。

陈家祠光影秀表演时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6 日，每天

19 时 30 分到 21 时 30 分为“日常
模式”，每天 20 时有一场“节日
模式”的表演；接下来，暂定每天
19 时 30 分到 21 时 30 分为“日常
模式”，每周六 20 时有一场“节
日模式”的表演。“节日模式”表
演的时长为 15 分钟。

“古祠留芳——陈家祠光影秀”正式启动

光影下，百年古建筑“活”了起来

光影下光影下，，陈家祠在夜间也陈家祠在夜间也““活活””了起来了起来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贺全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