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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追梦人解密
神秘“量子世界”

量子通信加密关键信息，
让数据传输更安全；量子传感
实时监测人体内部变化，为疾
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
据；量子计算一键优化交通，缓
解堵车问题让出行更顺畅……
在未来，量子将成为改变生活
的“隐形驱动者”。

量子是什么？为何它如此
重要？量子科技领域领军人物
薛其坤院士结合自己及团队在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拓扑绝缘
体和高温超导方面的研究成果
及探索历程，带我们走进“量子
世界”。

2012 年底，薛其坤院士和
团队首次成功在实验中观测到
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有力推
动物理学理论的边界拓展，被
视为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
科学发现，在国际上赢得了广
泛认可。

在讲座中，薛其坤院士科
普了量子力学，深度阐释了量
子的科学原理以及发展量子技
术的战略意义和时代意义，展
望了第二代量子技术的发展前
景。

同时，针对量子科技的未
来发展，薛其坤鼓励青年学者
充分了解该领域前沿动态，结
合自身兴趣和专长，积极投身
于量子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中。

国家科技自立自
强道路上的重大机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正在深刻重塑全球
秩序和发展格局，其中量子科
技是重大颠覆性创新的潜在
领域，各国纷纷入局，我国也
加大了对量子科技等未来产
业的投入。

在讲座中，薛其坤多次提
到量子科技在推动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战略价
值，他认为，量子科技革命是我

国首次有基础、有能力深度参
与的一次技术革命，是国家科
技自立自强道路上的重大机
遇，必须牢牢抓住！

近年来，广东自觉地肩负
起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使命担当，连续 7 年区域
创新综合能力领跑全国，其
中以薛其坤院士为代表的科
技工作者在量子科技上奋起
直追，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包括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
现、“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的发射等。

勤奋是科学研究
最为宝贵的品质

在互动提问环节，青年学
者围绕量子科技的发展趋势、
技术瓶颈、市场前景等问题向
薛其坤提问，他从多个维度进
行了深入解答。

“面对量子科技领域的激
烈竞争，年轻学者应具备哪些

核心竞争力和特质，才能在科
研道路上脱颖而出？”对此，薛
其坤院士用“勤奋”“严谨”作
答，他认为，在科学研究的道路
上没有捷径，成才路上，要通过
勤奋努力，不断打牢专业基础
知识和技能。

薛其坤考研“三战”上岸，
博士在海外留学时，又面临语
言不通、技术不熟、睡眠不足等
问题。但凭借着追求极致的精
神，他一步一个脚印，开启了在
国际物理界的“逆袭之路”。

谈到这些经历，薛其坤不
断鼓舞着青年人才和高校学
子，面对挫折不要气馁，坚持以
勤补拙，勤奋才是科学研究最
为宝贵的品质。如今薛其坤院
士成为最年轻的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他用自己的故
事证明了这一点。

接下来，广东省人社厅将
继续通过人才港大讲堂等特色
品牌活动，集聚高端人才，为人
才提供经验分享与项目对接机
会，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
通讯员廖晓键报道：10月31日，
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州中医
药大学承办的广东省2025届普
通高校毕业生系列供需对接活
动——中医药类（含食品、化工）
专场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举行，这
是广东省面向2025届中医药类
（含食品、化工）的首场招聘会。
记者现场采访发现，一些省内基
层医疗机构为吸引专业人才，开
出较好的福利待遇。

据介绍，本次供需见面会
吸引了超过 300 家医疗卫生机
构、教育科研机构、医药企业、
食品企业等用人单位参会，涵
盖医、理、文、管、工等多学科领

域，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参会
毕业生超 5000 人次。据统计，
近一半的招聘岗位为毕业生开
出1万元以上的月薪。

招聘单位中，以广东省内
综合医院、中医院为代表的医
疗机构近76家，覆盖省内19个
地市，其中三甲医院占比36%，
来自区县级医院28家。本次参
会医药企业 87 家，其中不乏国
药、广药、上药、复星医药、恒瑞
医药等知名企业，职位需求丰
富多样。

“有编制！有 10 万安家
费！”记者现场采访发现，一些
省内基层医疗机构为吸引专业
人才，开出较好的福利待遇。

早上 11 时半，台山市中医
院人事股的陈老师手上已收到
一叠简历。他告诉记者，今年医
院计划招聘的岗位较多，不仅有
编制，而且将根据不同专业和科
室对人才的需求，为入职者提供
1.5万-2万元月薪、安家费5万-
10万元的待遇。

见面会现场气氛热烈。记
者现场看到，供需见面会现场设
有多种暖心服务，一站式为毕业
生提供有效、便捷的就业服务。
广州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与管
理学院的应届生张子瑜告诉记
者，自己从大三就开始准备简
历，当天现场顺利递交了2份简
历，对岗位和薪酬都比较满意。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报
道：10月31日，坐落于澳门的保
利美高梅博物馆宣布将于11月
2 日正式开馆运营，首展“蓝色
飘带——探索神秘海域，邂逅丝
路遗珍”也将同步向公众开放。

首展以“海上丝绸之路”为
主题，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
的专家顾问团队联合策展，展
出文物及艺术品 184组 228 件，
包括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出

水文物、丝织品、香料与各类奇
珍异宝，将以海洋考古为线索，
带领世界各地的观众一起探索
海上丝绸之路的过去、当下和
未来。

保利美高梅博物馆相关负
责人介绍，博物馆以时间为脉
络，共分为季风、文脉、交织、联
结四个主题空间，分别展示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影响和
展望。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
通讯员林荫报道：近日，东莞市
银瓶山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在野
外调查中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植物紫纹兜兰。据悉，这是
该公园首次发现紫纹兜兰野生
群落，为东莞市兰科植物纪录再
添一笔。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开花
的 紫 纹 兜 兰 ，真 是 太 不 容 易
了！”据东莞市银瓶山森林公园
工作人员卢曼介绍，早在 2022
年，他们就于巡林期间发现了一
片疑似紫纹兜兰的植物，之后便
时刻留意着这片特殊的植物，终
于在今年10月紫纹兜兰花开季
节看到了绽放着的“紫霞仙子”。

此次发现的紫纹兜兰处于
离人为活动区很远的隐秘地区，
分布于林下溪谷溪流旁，有2个
小群落，分别有9株、2株，共11
株，且每个小群落均有1株正值
盛花期。卢曼表示，这一发现是
生态环境向好的证明。

据了解，紫纹兜兰为兰科兜
兰属，分布于我国广东南部、香
港、广西南部、海南、云南东南
部地区与越南地区，外形优美，
花形奇特，极具观赏价值。作为
紫纹兜兰重要分布地区，广东省
坚持组织开展紫纹兜兰迁地保
护工作，持续攻克紫纹兜兰繁育
难题，通过人工栽培、回归野外
等方式促进野生种群复壮。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薛其坤院士做客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港大讲堂

要深度参与“量子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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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银瓶山首次发现珍稀紫纹兜兰

“紫霞仙子”花开 生态环境向好

从智能手机到高铁出
行，从人工智能应用到新能
源汽车，处处体现着科技进
步带给我们的便利。你可能
未曾留意，在这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科技背后，还隐
藏着一个量子世界。

在微观的量子世界里，
有一位中国科学家正在书写
属于自己的科研“传奇”。10
月31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薛其坤院士做客粤
港澳大湾区人才港大讲堂，
带领大家共同探索量子科技
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近半岗位开出万元以上月薪
有医院提供10万元安家费

广东今年首场中医药
类毕业生招聘会举行

湾区这座新博物馆即将开馆
首展聚焦“海丝”古与今

“一山一水一方志”主题展览在广东省方志馆开展

方志入画，艺术读史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摄

影报道：南岭巍巍、珠水悠悠，广
东之美，在山水间，亦在方志
中。10月31日，“一山一水一方
志”主题展览在广东省方志馆正
式开展。展览展出《云山珠水》
《鹏城朝晖》《渔歌颂》等21套书
画，朱永成、李琰等五人合作的
大幅画作《湾区同心 广州原点》
和展现革命精神传承的书画长
卷《从宝塔山到广州塔》，以及高
剑父纪念馆藏描绘宋、明、现代
的广州八景图24幅国画。展览
将持续至11月底。

记者看到，展览将山水画、书
法和志书相结合，不仅展现了广东
的自然风光，还深入挖掘了地方文
化特色，让观众在欣赏与品味中感
受文化之韵和时代变迁。以《湾区
同心 广州原点》为例，该作品以跨
越时空的手法，巧妙地将广州的新
旧中轴线、港珠澳大桥、香港与澳
门的风采，融合于木棉花盛开的
春日盛景之中。

据了解，该展览为广东省方

志馆联合高剑父纪念馆特别策
划，邀请广东省内外山水画家深
入广东 21 个地级以上市，选取
最具代表性的山水景观进行创
作，旨在将广东的山水美景和文
化特色呈现给观众。

展览现场，广东省地方志办
还向中国地方志办赠送《粤港澳
方志集成》。该书是广东省地方
志办为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加强方志典
籍保护利用，向国内外征集整理
形成的最新重要成果。该书收
录粤港澳三地1949年以前各类
旧志文献290种，其中港澳专题
的文献 14 种，于 2024 年 9 月影
印出版丛书 45 册，已向内地和
港澳相关文化机构赠送 450 多
套。《粤港澳方志集成》作为《广
东历代方志集成》（2011 年出版）
的姊妹篇，志书收录区域、种类
和成书时间较之前均有拓展，为
了解粤港澳三地历史发展脉络
提供了一个涵盖全面的地方志
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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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美食塑一方魂。有着 2200 多年历史的
番禺，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依江傍海、物产丰饶的鱼米之
乡，孕育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美食产业蓬勃发展。如今，“食在广
州，味在番禺”已成为番禺文商旅融合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番禺之味，是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也是游子镌刻在
味蕾上的乡愁记忆；是人们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扩
大国际“朋友圈”的重要窗口。品一口番禺美食，香气在唇齿间流转，
回味无穷，恰如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咸淡交融 物阜民丰

传承创新 世界知味

文脉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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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水浩荡，奔流入海，润泽大地，滋
养万物。番禺地处珠江入海口，也是珠
江水域连接南海的重要位置，站在莲花
山上远眺，海面上清晰可见一条狭长的
分界线，江与海的颜色泾渭分明，咸淡水
在此交汇碰撞，孕育出无数美味，水产肉
厚肥美。且番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
自然环境，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的适宜
的条件，可谓“有山可茶，有水可渔，有草
可牧，有田可谷”，遍地皆是食材。

番禺历史文化名人、位列“岭南三大
家”之首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食语》中
就曾这样描述：“惟下番禺诸乡，其俗微
重朴勤，能尽地力，早禾田两获之……民
皆纤啬筋力，以本业为孳孳。亦可谓地
无废壤，人无游手者矣。”自古以来，番禺
人不仅辛勤耕耘，更是擅用在地食材，以
粗料精做手工菜，讲求不时不食、不鲜不
食，将对“味”的追求发挥到极致。

历史记载，早在 2000 余年前，番禺
就有煎焗禾花雀、绿豆酿莲藕等美食。
食材种类的丰富多样支撑番禺饮食的发
展，也形成了各地各具特色的风味：沙湾
姜埋奶、市桥白卖、南村古法烧鹅、石碁
烧乳鸽、石楼莲花宴、“钟村三宝”……历
经千百年的沉淀，番禺美食保留了岭南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逐渐渗透进番
禺人的日常生活中，蕴藏着人们对生活
的哲思。

珠江水系最常见的鲮鱼，是番禺人
以巧思制作平凡食材的典范。鲮鱼肉质
鲜美，但骨刺多且密，不便食用。而番禺
大厨将鲮鱼去皮起骨，只留鱼肉并打成
胶状，混入腊味、虾米、陈皮、胡椒粉、鱼
茸等食材做成肉馅，再用白色的鲮鱼胶
做外皮包裹肉馅，一道爽甜清香的“市桥
白卖”应运而生。自清代至今，这道美味
流行于番禺茶楼里，成为异乡游子最牵
挂的味道，也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
超感叹“倍感亲切”。

美食除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种情
感的寄托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金山爬
一爬，兴旺又发达”。传统特色美食“爬
金山”是鲮鱼在番禺最刁钻有趣的吃法，
将鲮鱼起皮去骨搅碎，做成胶状生鱼滑，
在铺满生菜的转盘之上堆成小山的形状，
盘子旁围着一圈用鸡骨、猪脚熬制的热
汤。食客们用勺子将鱼滑从底部扒起，放
入热汤中涮煮，再滚两圈酱汁，伴着升腾
的热气入口，鱼肉的鲜香与嫩滑的口感在
味蕾上绽放，幸福在这一刻具象化。

“一条鲮鱼能够玩出这么多花样，足
以见番禺人应时顺势、物尽其用的精
神。”广府文化研究学者、番禺区饮食行
业商会顾问林劲感叹道，“番禺菜既有丰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具鲜明的本土特
色，既体现着‘细品生活’的人生态度，也
彰显了对不断融合创新的追求。”

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番禺人
的“好食之风”，从历代文化名人与美
食的故事中可见端倪。屈大均尤爱
吃鱼，鱼之味美在何处？他写道：“鲩
鱼头，鲤鱼尾，鲢鱼之腹更甘旨。”久
闻海目山鲥鱼鲜美大名，他还专门荡
舟其间寻味，吃至兴头赋诗一首：“雨
过苍苍海目开，早潮未落晚潮催。鲥
鱼不少樱桃颊，与客朝朝作脍来。”

“何氏三杰”之首、广东音乐名家
何柳堂是番禺沙湾人，不仅擅长音乐，
还精通烹饪之道：炒牛肉时，他使用木
瓜蕊进行腌制，使牛肉的口感又滑又
嫩，这也是嫩肉粉的前身；炒虾时，他
在虾背上轻轻划一刀再入锅，这样虾
熟后就不会弯。如今，柳堂牛肉、炒直
虾已成为广府人的经典佳肴。

作为广府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番禺美食记录着人间百
态、讲述着番禺故事，也成就了“食在
广州，味在番禺”的美誉。近年来，番
禺成功申报“味在番禺”集体商标，评
选新的“十大名菜、十大名点”，推动
饮食服务、质量控制标准化，推动建

立广府美食可复制、可推广模式，“味
在番禺”金字招牌不断擦亮。

美味佳肴的制作技法、工艺需要
传承，背后的文化记忆也需要传承。
番禺将“广东音乐”和“味在番禺”两
大文化名片进行融合，让听觉与味觉
碰撞出别样的火花。《爬金山》将番禺
美食以歌曲形式唱出来，描绘人们

“爬山、玩水、品美食”的美好画面，并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融入其中，展现“爬完青山爬金山”的
小康生活。《爬金山》词作者、广府文
化研究学者、番禺区饮食行业商会顾
问何穗鸿表示，“希望以艺术的形式
推广番禺美食，让更多人了解番禺饮
食文化和岭南文化。”

龙船粤乐传千古，盛宴乡愁入寸
肠。何柳堂创作了气势磅礴的广东
音乐名曲《赛龙夺锦》，赛龙夺锦宴就
此诞生。今年，番禺文化名人、名厨
大师合力复现这一传奇宴席，十道菜
式蕴含着龙舟起、醒、游、赛、藏的全
过程习俗，同时也寓含“何氏三杰”多
首经典广东音乐名曲之意。在何穗

鸿看来，赛龙夺锦宴将番禺底蕴深厚
的文化之“韵”与番禺岭南水乡特色
菜品之“味”相结合，成为独具番禺

“韵味”的广府美食盛宴。
从2012年起，广州国际美食节主

会场永久落户番禺，八大菜系、中西
美食在这片土地上百花齐放，来自全
球各地的食客闻香而至，也为番禺美
食赋予新的生机。“广州国际美食节
是人们了解番禺美食、广府美食的窗
口，在这里可以探寻番禺美食、广府
美食的前世今生。千百年来，‘味在
番禺’不仅是传承本土之味，还在创
新包容中不断融合中华之味、世界之
味。可以说，番禺正成为世界美食的
聚集地。”多次参与筹办广州国际美
食节的林劲说道。

人生百味，皆藏于一碟一碗之
间；一蔬一饭，都是平凡生活中的诗
意。番禺美食存在于煎炒烹炸中，浸
润在佳肴美馔里，底蕴与内涵、传承
与创新交织，每一口都是对岭南文化
的深刻体验，也让这座城市的魅力在
舌尖上绽放与回味。

雍苑集团出品总监梁醒红：

新鲜、浓味、滚烫
是“味在番禺”的精髓

早上8点，当阳光穿过云层洒向大
地，位于番禺市桥的雍苑食府热闹起来
了。穿过古色古香的门头，茶楼里人声
鼎沸，人们三五成群围坐一起，以悠闲
而丰盛的早茶开启新的一天。在这里，
水牛奶蛋挞、市桥白卖、南乳咸煎饼等
番禺特色美食一应俱全。

看到食客的味蕾得到满足，雍苑集
团出品总监梁醒红也露出了会心的微
笑。“番禺是粤菜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饮
食文化源远流长，我认为‘味在番禺’有
三个特点，第一是新鲜，第二是浓味，第
三是滚烫。”他说。

来到番禺从事餐饮行业三十余年，
梁醒红醉心于粤菜的研发和创新。在
他看来，如今美食不仅是为了饱腹，更
要满足人们对健康、美观的追求，因此
必须不断对菜品进行创新，使之既保留
传统特色，又有现代化的表达。

以番禺“十大名菜”，也是梁醒红的
拿手菜——独占鳌头松子鱼为例，松子
鱼是地方传统名菜，而番禺将其改良创
新，烹饪出独树一帜的特色菜，因外观
鱼头朝上，与番禺祠堂横梁上的鳌鱼外
形相像，故以“独占鳌头”命名，寄托人
们对“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我们做
的松子鱼，鱼肉粒粒分明，用筷子轻轻
一夹就能把肉夹下来，而且没有鱼刺，
酸甜可口，老少皆宜。”梁醒红说。

近年来，他积极参与“味在番禺”名
菜名点团体标准工作。“标准化的目的
是让菜品的食材、制作方法和味道都符
合一定的规范，番禺是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这样游客不论走进哪个餐
厅，都能品尝到最地道的美味。”他还表
示，当人们从番禺美食中感到满足和幸

福，就是“味在番禺”的最好诠释。

20232023年广州国际美食节现场年广州国际美食节现场 图图//番禺融媒番禺融媒

赛龙夺锦宴菜式之醒龙——赛龙夺锦
图/番禺区饮食行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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