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张德钢陈锴跃 / 美编 李金宝/ 校对 马曼婷

手机报料：18520686633 广告热线：0769-21668886 发行热线：0769-22493412

1957年10月1日创刊

深读东莞 壬寅年八月十四

2022年9月 9 星期五 A13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报道：9
月 7日晚，一纸东莞汽车客运总站“关
于合同员工核对工龄”的通知在网络
上传开，通知中关于“总站待手续齐备
后依法结业”的表述引发广泛关注。9
月 8 日，记者联系到东莞汽车总站及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得到权威回应：目
前东莞汽车总站的客运业务仍在正常
开展中，网传的相关文件属实，但文件
只是内部为了总站结业准备做的摸底
调查。

东莞汽车总站相关负责人透露，
总站即将结业一事确已提上日程，相

关准备工作也在逐步开展中，但具体
时间还未最终确定。

记者了解到，东莞汽车总站是东
莞交通往来的重要站场，高峰期日客
流量超 10 万人次。然而随着交通出
行方式改变，跨市跨省长途客流只剩
数百人次。而汽车总站走向结业，跟
东莞地铁规划建设也有着很大的关
联。目前，汽车总站地铁项目已经开
展施工，总站所在的地块也将进行整
体统筹再建设，未来将规划推进TOD
综合开发。

记者 8日走访位于万江街道的汽

车总站发现，总站目前仍在正常运营
中，但站内往来的旅客不多。记者留
意到，总站内不少商铺和餐饮店都已
清场关张，站内停车场也停止使用，只
有少数旅客和工作人员在现场走动。

“关停时间确定后会第一时间向
社会公布。”东莞汽车总站相关负责人
表示，总站见证了东莞交通的发展变
迁，目前客运业务萎缩严重，并没有搬
迁新址的打算。据介绍，目前总站每
天起、发线路 61 条，其中省内线路 23
条，省际 38 条，此外还有配客路线 6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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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立足“双万”新起点
朝“学有优教”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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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项目不缺席 文化活动送大餐
这个中秋假期，东莞氛围拉满，市民“节目丰富”

文艺十足，赏音乐园景美术展

9 月 7日晚，由东莞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东莞市文化
馆、东莞市侨联承办的“潮流东
莞·火柴盒”中秋节专题“但愿人
长久”音乐会活动走进莞城囍舍
文创园，将远隔千万里的侨胞们
和祖（籍）国的节日氛围连接在一
起，受到在莞侨领侨商、归国留学
人员、归侨侨眷们的欢迎。

节假日期间，十多场“潮流东
莞·火柴盒”中秋节专题“但愿人
长久”音乐会活动还将走进东莞
多个镇街（园区），打造“莞味”中
秋氛围。同时，还将采用场景化、
故事性与火柴盒音乐巧妙结合，
让莞人感受城市活力，表达对家
乡亲人的思念与祝福。音乐会用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家乡歌曲，唤
醒了侨胞们的浓浓家乡情。

除了音乐会，东莞还于 9月 7
日晚启动了让人期待已久的东莞

“美术馆之夜”活动。分布在不同
镇街的8家美术馆同时发声，结合
本馆特色和具体艺术展览，以丰
富、精彩、新颖的活动，为市民带
来了丰盛的视听盛宴和高雅的艺
术审美。“美术馆之夜”活动以艺
术为媒，为东莞市民送上更多精
彩内容，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当岭南园林美景遇上中秋佳
节，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故事和
火花？这个答案，在今年中秋节
前夜就能揭晓。9 月 9 日晚，“中
秋可园——岭南园林实景秀”在可
园上演。实景秀首次在可园水面
搭建舞台，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以中秋雅集为背景，用“剧”
的方式串联起整场演出。

活动旨在用“文化+科技”方
式，重现莞邑文化经典场景，通过
对可园文人雅集故事的现代演
绎，实现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延
续。从主办方发布的“中秋可园”
实景秀节目单可以看出，6个节目
以可园、中秋为主题，全部为东莞
推出的原创节目，其中5个节目专
门为了此次实景秀围绕可园主题
创作。节目中以东莞市可园博物
馆馆藏书画文物为灵感创作的开
场舞蹈《扇舞丹青》，尤其引人关
注。

延续传统，月饼灯笼载故乡情

中秋佳节，各项传统活动也是
不可缺少的。月饼、灯笼等中秋
传统“必要项目”在这个佳节也有
不少相应活动，让广大市民感受
到满满的节日氛围。

中秋佳节，月饼飘香。位于东
莞市大朗镇地豆街的大朗饭店是

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但祖孙几代
人已传承手工月饼制作工艺近百
年，即便是一锅豆沙也需熬制四
个多小时。不少街坊慕名而至，
从味香情浓的月饼中吃出了“儿
时的味道”。

进入饭店，浓浓的花生油香味
和淡淡的面粉味扑面而来。员工
们正忙碌着制作月饼，从拌粉开
始，经过手工和面、揉面、扯皮、包
馅，以及按压成型等一系列复杂
工序后，刷上蛋清便可放入烤箱
烘烤。新鲜出炉的月饼由工人手
工包装，贴上火红的纸封，满满的
节日喜感。据介绍，大朗饭店的
月饼客户遍布本地乃至外省，一
天能卖2000单左右。

大朗本地人将这一分外钟情
的 月 饼 ，亲 切 地 称 为“ 牛 屎 月
饼”。年已五旬的店老板叶镇洪
说，月饼虽然名字不美，但味道甚
好，剥开层层油纸，一口下去，溢
出的馅料瞬间侵占味蕾，口感甜
而不腻。叶镇洪告诉记者，他制
作月饼的手艺是祖传的，从爷爷
传到父亲，父亲又教会他，已经
100多年了，他们会把传统月饼制
作工艺继续发扬下去。

传统灯笼也为中秋佳节添加
了不少节日气氛。临近中秋，东
莞市石龙镇中山路的杂货铺也纷
纷上新各类灯笼。传统纸质灯

笼、竹制灯笼、造型别致的电动灯
笼……各式各样的灯笼挂在商铺
内外，与穿梭其中的忙碌身影共
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小时候，每年中秋就会提着
这种灯笼在公园里玩。”幼时生活
在香港、目前在东莞石龙一家港资
企业工作的罗文雨走在中山路上，
忍不住拿起一款传统简洁的纸灯
笼说：“我也对那种竹制灯笼很感
兴趣。”这种竹制灯笼，也是另一群
小朋友的中秋“童年记忆”。

日前，石龙少骏会联合内联会
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大湾区青少
年庆中秋三地连线活动”。30 余
名少骏会成员及在莞港籍子女在
东莞石龙会场，与 90 名港澳青少
年“云端”相见，共同制作石龙泗
洲灯笼仔，分享各自关于中秋的
美好回忆。

石龙泗洲灯笼仔制作技艺作
为东莞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是莞式中秋佳节
不可或缺的单品。活动中，三地
成员分别在领队的带领下制作灯
笼仔，贴玻璃纸、糊纸、贴公仔、上
漆、描花……一个个轻巧灵动的泗
洲灯笼仔就在三地成员们的手中
诞生了。大家对自己的灯笼仔爱
不释手，觉得既体验了传统灯笼
手工艺的魅力，又把自己的思想
和灵感创作成型。

以音乐为线，搭建思
念之桥；赏园林美景，观
岭南之月。今年的中秋，
东莞各种文艺十足的活
动纷纷上场，为传统节日
平添几分文艺气息。一
场场特色鲜明又独具传
统韵味的文化活动给东
莞的中秋增色添彩，让广
大市民乐享不一样的中
秋佳节。

通过这些活动，市民
可在岭南园林美景中领
略可园文人雅集的故事，
也能穿梭于各个美术馆
接受艺术的熏陶，还可游
走于文创园来一场潮流
的音乐盛宴。此外，不少
镇街也延续传统，结合灯
笼制作或月饼手作等中
秋传统活动，让节日保留
传统风味。

今年 9 月，
东莞松山湖未来
学校、东莞中学
初中校区、南城
第一初级中学、
新的大朗中学等
一大批“家门口”
的新学校崭新亮
相，迎来首批新
生。漂亮的校园
环境、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配备，
极大地满足了人
民群众对优质教
育的期待以及
“在家门口上好
学”的愿景。

今年以来，
“学有优教”成为
东莞教育领域的
高频词。一个
“优”字，既表达
了东莞对教育的
更高追求，也是
对人民群众的殷
切期待掷地有声
的回应，足见一
座城市对办人民
满意教育的信心
与决心。

从年初东莞市第十五次党代
会、东莞两会对教育工作的系统部
署，到东莞市委书记、市长接见首
批基础教育领军人才……东莞市
委、市政府一直把教育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

一座城市的发展，会因为优质
的教育资源吸引更多人才，而人才
的聚集又会不断反哺城市的发
展。“未来五年，东莞发展很重要
的工作是人才引进培养和公共服
务提升，这些都迫切需要构建与东
莞城市地位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

体系。”东莞市委、市政府为东莞
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
图。

2022年 1月 5日，东莞市第十
五次党代会召开，“双万东莞”成
为网络热搜，与此同时，“学有优
教”四个字也成为教育领域的热
词。东莞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今后五年，东莞教育朝着

“学有优教”的发展目标，坚持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深化基础教育综
合改革，持续推进教育扩容提质，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大力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动民办教育
规范健康发展。

在今年年初的东莞两会上，
2022 东莞十大民生实事出炉，提
出实施教育提质扩容的目标——
新建改扩建公办中小学 53 所，新
增公办中小学学位6.72万个；新建
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20 所，新增公
办幼儿园学位 7300 个；保障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全面开展义务教育学校学生校内
课后服务……

东莞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

为东莞教育未来五年擘画了蓝图，
政府工作报告则为东莞教育工作
进行了具体部署，一个个数据、一
项项实事，透露了东莞办人民满意
教育的诚意与温度。

东莞一中党委书记、校长熊盛
才表示：“东莞市委、市政府向来
高度重视全市基础教育事业，在政
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上不遗余力。
东莞一中将奋力擦亮‘幸福教育’
品牌，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千
日攻坚’行动，全力推动学校改扩
建工程。”

A 做好顶层设计，扎实推进“学有优教”

今年 9月，东莞 43 所
新建改扩建公办学校投入
使用，新增学位5.5万个

东莞教育之所以走得远、走
得稳，除了东莞市委、市政府对
教育事业充分全面地部署外，还
依托东莞市教育政策的不断落
地实施以及财政资金对教育投
入的持续保障。以教育扩容提
质为例，今年东莞继续支持公办
学校扩容及学校改扩建。数据
显示，今年 9 月东莞市 43 所新
建改扩建公办学校投入使用，新
增学位 5.5 万个，已超额完成

“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既定
目标，跑出了教育提质的加速
度。

为推动教育领域各项政策
精准落地，真正惠及广大学生家
长，东莞持续发力打出系列组合
拳。“双减”落地后，东莞市就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
校内减负工作的指导意见》《东
莞市2021年义务教育校内课后
服务工作指引》两份文件，从作
息、课程、作业、教学、考试、课
后服务等六方面提出20条指导
意见；实施“莞邑良师”行动计
划，在教育系统广泛开展了“我
为什么当老师”大讨论，为全市
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师
资支撑和保障；深化义务教育招
生制度改革，优化义务教育招生
政策，鼓励各镇街、园区通过挖
掘公办学位潜力和大力推行积
分制入学民办学位补贴政策等
方式，提高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
适龄少年儿童教育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印发《关于做好2022
年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
实现暑期托管全覆盖服务，为家
长有效解决孩子暑期“看管难”

问题；启动第二轮中小学幼儿园
集团化办学，70 个教育集团一
一亮相，集团成员学校达到207
所，实现了学段和镇街全覆盖。

在融合教育领域，东莞市计
划用三年时间为全市幼儿园培
养融合教育种子教师 1200 名、
培育发展 33 所融合教育推广
园、培养100名融合教育推广导
师，预计将满足100名特殊儿童
在幼儿园随班就读。

高效背后，是东莞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始终坚
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
为最大民生的体现。东莞市从
规划管控、土地资源、城市更新、
财政资金、物业资产、审批服务、
工作机制等方面全方位“保驾护
航”，如明确公办学校建设项目
和年度项目清单，建立高中教育
用地保障机制、支持市属国企参
与学校代建、为纳入攻坚行动的
项目提供“绿色通道”等。

“孩子每天都很开心，觉得
身为‘莞初人’很自豪。”东莞中
学初中部与麻涌古梅一中集团
化办学，让更多学生家长享受优
质教育资源，一位麻涌的学生家
长点赞叫好。而集团化办学作
为教育优质均衡的重要抓手，东
莞将朝着扩面、提质的目标继续
探索攻坚。

“东莞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
城市之一，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
遇。这里有‘莞邑良师’行动计
划为每位教师的发展赋能，师、
生共成长，在这里只要有梦想就
能闪闪发光。”东莞中学松山湖
学校新入职教师郑姣说道。

B 推动政策落实，跑出教育提质加速度

学生在图书馆内阅读

老师在课堂上授课

老师指导学生上课

传统月饼制作

市民在大街上赏灯笼

东莞汽车总站即将关停？
相关方面回应：结业一事确已提上日程，具体时间还未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