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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非遗产业园；在历史文化街区搭建创业平台，
吸引创业者和艺术家入驻；挖掘地铁沿线的历

史文化元素……1月 3日至6日，禅城“两会”召开。
会议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围绕“高品质建设
岭南文脉之城”纷纷建言献策。

事实上，无论是从禅城区层面，还是佛山市层面
来看，传承岭南广府文脉，都被提到了文化建设的重
要位置。前不久的佛山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
出，务必成为传承岭南广府文脉领头羊。刚刚闭幕
的禅城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将
全景深化“最佛山”行动，高品质建设岭南文脉之城，
塑造市中心文化发展新形态。

搭

羊城晚报讯 记者曹月、通讯
员顺农宣摄影报道：为加强国家
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大
力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1月 6
日，2022 年顺德区“国家地理标
志”（顺德国兰、陈村年桔、陈村蝴
蝶兰）创意造景、组盆大赛暨品种
展示活动在陈村花卉世界展览中
心举行。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赛事通
过跨界创意设计，打造新的应用
场景，多维度发掘顺德国兰、陈村
年桔、陈村蝴蝶兰的魅力，助力花
卉消费，推动顺德国兰、陈村年
桔、陈村蝴蝶兰等产业与创意设
计产业的融合。

本次创意大赛分为组盆大
赛、创意造景两大赛事，分设金、
银、铜及优胜奖。参赛作品主题
必须围绕年桔或蝴蝶兰、国兰为

主要内容。活动将组
织业界专家进行专业审团，对参
赛作品进行初评，并通过《粤享
购优选》微信小程序设立线上专
区，让广大市民点赞投票，以初
评得分+最终的投票得分确定各
个奖项获奖作品。

顺德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指
出，花卉是顺德最富魅力的特色
农产品之一，“两家一花”影响深
远，目前顺德拥有顺德国兰、陈村
年桔、陈村蝴蝶兰三个农业种植

“国家地理标志”，而顺德也已经
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年桔年花生产
基地，同时蝴蝶兰在售品种就超
过300个，畅销海内外。

当前，顺德区委区政府提出
了“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
的发展战略。包括三大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在内的花卉产业，不仅
是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做好三农工作、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而且作为美化生活的重要元素和
特色年俗，是落实“城市品质大提
升”“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
抓手。站在奋力建设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历史时刻，
顺德将进一步擦亮“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品牌，提升包括花卉产
业在内的顺德现代农业的质素和
效能。

据介绍，此次活动围绕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特色资源发掘、产
业层级提升与品牌形象推广等，
是践行顺德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
议提出的“当好落实区委战略的

‘过河卒’”精神的体现。今后顺
德区将紧紧围绕“用好地标、打造
品牌、发展产业、造福百姓”开展地
理标志相关工作，积极推进提质强
基、品牌建设、产业强链、能力提
升，努力形成地理标志引领特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

羊城晚报讯 记者曹月、通
讯员均宣摄影报道：1月 6日，记
者 从 顺 德 区 均 安 镇 获 悉 ，从
2021年 12月 31日开始，均安镇
8所公办小学的1万多名小学生
陆续告别“趴台睡”，开始舒心地
躺着午睡。据悉，这是均安镇刚
刚落实完成的“小学生午休舒心
睡项目”，是均安教育发展基金
会注册成立后的首个重要资助
项目。

为贯彻执行中央“双减”政
策及教育部学生“睡眠令”，大力
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均安镇于
2021年 9月启动了“小学生午休
舒心睡项目”计划，2022年元旦
起全镇 8 所小学陆续启用午休
床，实现全镇小学生从“趴台睡”
一步到位实现“睡得好”“睡得
香”的目标。

为落实这项民生工程，均安
镇8所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各自
学校的实际条件，经过广泛调
研、多方比较、科学论证、多方考
虑，不断优化设计。目前，全镇
绝大部分的班级均可实现“一人
一张午休床”，在课室三面墙边
安装午休床，上课期间收纳在柜
子里，午休时将课桌收拢在课室
中间，从柜子里拉出午休床，学
生拿出自己的枕头和被子，即可
舒服地躺着午睡。据介绍，这批
午休床的设计，利于学生脊椎健
康、便于清洁维护，缓降架的应
用保障了使用的轻便和安全，整
体设计简单实用。

经过近2个多月的努力，现

全镇小学一二年级的午休床已
基本安装完毕，陆续投入使用，
其他年级的午休床也将在本学
期末全部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
全镇的小学生将全部实现午休
舒心睡。

“为学生提供午休床是我校
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我们非常重视，结合学生使用的
安全性、便利性和今后维护的需
要，对床的设计款式进行了反复
比较和修改，现在的效果比较理
想，学生非常开心。”均安中心小
学校长焦柏强表示。

均安中心小学一年级的陈
同学在躺着午休起床后，高兴地
说：“以前趴在桌子上睡，我经常
都睡不着，睡醒之后脖子很痛，
现在有了午休床，我能够舒舒服
服地睡个好觉了。”

值得关注的是，均安两所初
中也将很快实现全部学生全寄
宿的目标。据了解，2021年，均
安镇党委政府投入3000多万元
扩建建安中学学生宿舍楼和综
合楼，建成之后可新增 1300 个
宿位，能够完全满足建安中学学
生的住宿需求，现工程已进入全
面竣工验收阶段。同时，文田中
学在已经实现全寄宿的基础上，
为了使学生住得更宽松舒适，也
因应扩班增加学位的需要，将一
栋教师周转房改造成标准的学
生宿舍，新增了 480 个宿位，现
改造工程已经完成。至此，均安
镇将成为顺德全区第一个全部
初中实现全寄宿的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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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均安8所小学
实现100%午休躺睡

佛山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是岭南广府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而禅城，则集聚了丰富的
历史人文资源，是岭南文脉的
核心承载地。辖区的祖庙街
道 是 名 扬 海 内 外 的“ 佛 山 古
镇”所在地，祖庙的塔坡是佛
山的发源地。辖区的石湾镇
街道更是以“美陶湾”的美称

闻名遐迩。
“最佛山”，是禅城区珍贵

的特色，也是底色。醒狮、陶
艺、粤剧、剪纸、扎狮头、彩灯、
武术、木版年画等众多非遗项
目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创
新发展。同时，这里也是佛山
特色民俗活动最为集中的区
域，行通济、祖庙北帝诞、塔坡

庙会、华光诞、佛山秋色等，每
逢举办都会吸引数十万珠三
角各地群众乃至海外侨胞前
来参与。

而此次的禅城政府工作报
告也提出，以文塑城唤醒城市记
忆，以文兴城繁荣文化产业，以
文润城讲好佛山故事，让禅城

“最佛山”的成色更足。 以 文 塑 城 唤 醒 城 市 记
忆；以文兴城繁荣文化产业；
以文润城讲好佛山故事。

讲好“佛山故事”，什么
是“佛山故事”？过去一年，
我做过的采访很多，但最能
让我感受禅城之美，感受佛
山之美，最“动心动情”的，还
属那些探寻历史足迹、书写
文化脉络类的工作经历。

走进禅城适安里，在古
民居建筑群里邂逅佛山非遗
之美。在这里，一项项古老
的手艺，让人“穿越”到历史
深处，一件件创新的作品，又
带人“回到”当下。每一项非
遗、每一个体验馆，都有与众
不同的故事，或夫妻携手守
艺，或家族代代相传，或师徒
接力传承……

走进中山公园，仿佛是
走进了几代佛山人的童年记
忆。作为佛山第一座市民公
园，在几十年前，它曾是佛山
市民及外来游客必去的“网
红”打卡点。如今，它是禅城
正 在 打 造 的“ 岭 南 文 脉 轴
线”上的重要景点。园内的
佛山精武体育会会址、秀丽
湖牌坊、群英阁，个个都“有
段古”，见证着城市的变迁，
诉 说 着 源 远 流 长 的 岭 南 文
化故事。

走进东平河畔陶艺文化
地标“8号艺术码头”，在同庆
石湾公仔博物馆、亚太大师
艺术馆、清代石湾陶瓷廿四
行街景里，感受石湾陶艺在
一代代陶艺人手中的薪火相
传。在珍陶馆、文创家居馆，
琳琅满目、色彩斑斓、古朴高
雅、别具神韵的陶艺品让人
陶醉其中，不由得感叹一句

“巧夺天工凭妙手，石湾该是
美陶湾”。

走进莺岗社区，青砖古
迹和红砖旧民居鳞次栉比，
老街古巷纵横交错。昔日，
这里是佛山冶铁行业手工作
坊的集中地，镌刻着古时作
为工商业重镇的佛山印记。
如今，这里是年轻人青睐的
创业热土，也是游客体验慢
生 活 的 宝 藏 打 卡 地 。 在 这
里，古镇韵味与潮流新风交
汇融合，烟火气与文艺范相
得益彰。

走进位于张槎的 700 年
岭南古村落莲塘村，这里有
清新宜人的自然风光，大片
的莲塘、绕村而行的碧水，一
派岭南水乡景象。古式建筑
太史第、清湾书室、康乐祠，散
发着独特的历史韵味。深受
当地人推崇的龙舟、醒狮、书
法，蕴涵着馥郁的人文气息。

走进位于南风古灶的佛
山饶宝莲剪纸工作室，领略
剪纸大师饶宝莲用一张纸、
一把工具、一双巧手凿出的
玲珑世界，剪出的锦绣山河；
走进位于南庄镇紫南村的狮
涵·彩扎（佛山狮头）非遗体
验馆，了解“扎、扑、写、装”里
的佛山狮头故事，在“守艺
人”欧琦辉的传承与创新中，
感受“传统”艺术与“潮流”元
素的碰撞之美。

以上一幕幕，都只是我
在过去一年行走禅城、行走
佛山之足迹的很小一部分。
但每一次探寻和书写，都让
我深有感触。从我个人的视
角看来，这些，就是“禅城
故事”，就是“佛山故事”，
也是“岭南故事”。

顺德举行花卉创意造景、组盆大赛

擦亮“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
◀▼部分参赛作品

拓野数字化和智慧工厂拓野数字化和智慧工厂

醒狮文化进校园醒狮文化进校园

小学生齐齐拉开午休床小学生齐齐拉开午休床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
强、通讯员李艳珊摄影报道：1
月 6 日，顺德喜迎 2022 年第一
个招商项目落地。

据悉，“拓野智能总部智慧
工厂项目”落地三龙湾顺德潭洲
会展片区，用地面积约60亩，投
资总额达 12 亿元，将建设柔性
生产线及自动化设备生产基地，
服务顺德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工
业自动化市场，全面赋能企业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

作为2022年落地顺德的第
一个机器人项目，拓野是一家专
业从事机器人及集成系统、工业
4.0产线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
和智慧工厂系统研发、生产及技
术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将在顺德（北滘）设立机器人企
业总部，并计划与国际知名机器
人合作，将迸发出强有力的“磁
场效应”，持续吸引一批高端机
器人项目落地顺德，朝着千亿级
产业集群大步迈进。

另外，拓野先后为比亚迪、
惠科股份、日立等三百多家制造
业提供了自动化集成服务。作
为数字化智能化产业链的重要
一环，拓野的强势加盟将加快推
动顺德机器人和机械装备产业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为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架上腾跃之翼，
并将从“服务顺德”向“服务全
国”延伸。

“拓野智能总部智慧工厂项
目”是顺德招商与粤港澳大湾区
高端产业协同发展的又一新成
果，开启了顺德区 2022 年精准

招商、优质产业集聚的新篇章。
记者了解到，2021 年 12 月

底，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15个
部门印发了《“十四五”机器人产
业发 展规划》，规划提出 ，到
2025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
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
和集成应用新高地。

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顺德实施千亿产业集群倍增计
划，力争在机器人、新一代电子
信息、先进材料等产业集群建设
上取得突破。重点围绕北部都
会中心布局机器人产业，初步形
成了顺德（北滘）潭洲会展片区
和机器人小镇产业园（一期）等
产业集聚区，并引入了包括埃斯
顿、中大力德、大族机器人以及
蓝胖子机器人等企业。

智造强区顺德，正抢抓数
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推动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激发
顺德产业发展的新活力。目
前，顺德区大力支持企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力争五年内数
字化示范工厂数量超 100 家。
2021 年顺德区共有 11 家企业
被认定为佛山市数字化智能化
示范工厂。

拓野项目落子顺德，是大湾
区高端产业协同发展、“深圳创
新+顺德智造”强强联手的象
征，也是顺德智造主动承接深圳
新兴产业资源的重大成果体
现。下一步，顺德片区将加紧融
入湾区，紧跟深圳步伐，倾力打
造成为广深创新资源外溢的首
选地和集聚地。

“深圳创新+顺德智造”强强联手

顺德打响2022年招商“第一炮”
搭建非遗产业园、挖掘地铁沿线历史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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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言献策

“最佛山”是禅城珍贵的底色

议热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言献策

记者手记

我在“佛山故事”里行走的一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景瑾瑾

禅城区人大代表谭翠婵：

在历史文化街区搭
建创业平台

谭翠婵目前是禅城区祖庙
街道塔坡社区党委书记，她已
在塔坡社区工作了二十余年，
对塔坡有着很深的感情。对
于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她十分
关注。

“塔坡社区的改造被写进了
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对塔坡社区
的改造提点建议。”谭翠婵表示，

“塔坡社区的平房比较密集，建
议进行微改造，优化布局。同
时，希望能够深挖历史文化资
源，促进文旅融合。此外，建议
搭建创业平台，焕发旧城新活
力。塔坡社区有140多间平房，
属于共有产权的有 55 间，建议
政府以低偿的方式，将这些空间
利用起来，吸引创业青年和艺术
家进驻，提升旧社区活力。”

禅城区政协委员周秋洋：

挖掘地铁沿线的历
史文化元素

“挖掘禅城区地铁沿线的历
史文化元素，能够推动禅城打造
高品质的岭南文脉之城。”禅城
区政协委员周秋洋指出，禅城的
历史文化元素非常丰富，地铁 2
号线联通广州南站，能够让广州
乃至全国的游客更便捷地到达
佛山，借此契机，禅城可以进一

步挖掘历史文化、做好文旅事业
发展规划。

“比如魁奇路地铁站附近的
黎涌村曾经出过两位状元，以科
举文化出名；沿着广佛线也可以
通达陈铁军故居，感悟红色文
化。”周秋洋认为，结合不同的历
史文化特色，不同站点之间要做
好定位、错位发展，并做好配套
设施建设，比如地铁站周边的标
识指引、美食街、民宿等，为游客
提供便利。

“还要培养一批熟悉禅城、
熟悉岭南文化的讲解员。”周秋
洋表示，考虑到初期部分景点游
客数量不多，难以配备专职讲解
员，在此情况下可以结合党员进
社区活动，对他们进行培训，让
他们能够用流利的普通话向全
国游客介绍岭南文化。

禅城区政协委员黄志伟：

建议搭建非遗产业园

“禅城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
之一，在禅城有不少石湾陶艺、
剪纸、粤剧等非遗技艺的传承
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禅城区
政协委员黄志伟从事石湾陶艺
已经 38 年。在他看来，禅城能
够成为传承岭南广府文脉的中
心，助力佛山成为传承岭南广府
文脉领头羊。

“建议政府搭建非遗产业园
的舞台，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
惠，让非遗传承人能够施展才
能。”黄志伟畅想，在非遗产业

园，不同门类的非遗传承人都可
以在这里进行研发、创作，彼此
之间交流、切磋，还可以用“非
遗+文旅”的方式传播非遗文
化。关于如何建设产业园，他认
为可以参考景德镇、宜兴等地的
做法，将非遗产业园的影响力扩
散到佛山之外，除了本地传承
人、艺术家，也可以吸引外地甚
至国外的高水平艺术家在这里
创业、生活。

禅城区政协委员江欣灿：

讲好粤菜故事

“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我
最关注的就是‘粤菜师傅’和粤
菜美食经济。”禅城区政协委员、
广东省食文化副会长、张槎饮食
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欣灿表示，希
望能够推动餐饮名店、名厨聚
集，讲好粤菜故事。

在推广粤菜技艺的同时，江
欣灿还很关注如何讲好粤菜故
事。“禅城也是粤菜的发祥地之
一。”江欣灿建议，可以通过“粤
菜进校园”，提高中小学生的动
手能力，增进学生们对粤菜文化
的了解；借由粤菜进社区，让社
区居民在分享美食的互动中增
进邻里关系。

在他看来，推广粤菜文化不
仅有助于美食经济发展，也能成
为凝聚家庭、和睦邻里关系的纽
带，为建设宜居、宜商、宜业、宜
游的“四宜”城市贡献一份美食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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