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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通
讯员梁杰灵、刘晟报道：6 月 11
日上午，由韶关市人民政府主
办，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浈江区人民政府、武江区人
民政府联合承办的“农行杯”
2023 韶关龙舟邀请赛在韶关市
区浈江河水域顺利举行。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韶关本
地、广东省其他城市以及湖南、
江西的32支龙舟队参赛。赛事
分为本地组和邀请组，每组 16
支龙舟队，比赛项目采用 22 人
标准龙舟500米直道竞速。

当天上午8时许，各队龙舟

运动员准备就绪，蓄势待发。鼓
号一响，龙舟上两排人马齐心协
力奋力划桨击水，争先恐后破浪
向前。飞溅的浪花、飞舞的龙
旗、飞驰的龙舟，与岸上欢乐的
人群构成一道亮丽的龙舟竞渡
风景线。

经过近 3 小时的比拼，浈
江区沙尾恒辉船务龙舟队、武江
区重阳水口村一队、粤北建龙舟
队分别获得本地组前三名，长沙
龙舟协会加冠龙舟队、东莞市一
乐服装设计有限公司龙舟队、顺
德乐从镇水藤龙舟队分获邀请
组前三名。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通
讯员番宣报道：6月11日，首届珠
水家畔渔港文化嘉年华在广州市
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启
动，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集展现
渔港文化、体验水乡文化的精彩
嘉年华。

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0月

据了解，首届珠水家畔渔港
文化嘉年华即日起将在番禺全区
开展，共 20 多项系列活动，持续
举办至今年 10 月，内容丰富多
彩，既有高端的国家级渔港经济
区高质量发展论坛、珠江文化研
讨会等，也有接地气的“寻找最美
渔港”——广东渔港渔村摄影短
视频大赛、端午节龙舟传统活动
等，还有广州市十大“水乡文化传
承人”、广东十大水产企业等评选
活动。

首届珠水家畔渔港文化嘉年
华现场，领导为番禺区首批十位
保护珠江母亲河的“珠水卫士”授
牌，并为番禺区十大“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共建共享基
地”授牌。

现场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广东
音乐鉴赏交流活动，悠扬的粤韵
在岭南古村奏响萦绕。演奏者既
有沙湾广东音乐研习社、沙湾青
萝乐坊等民间乐社，又有星海音
乐学院岭南乐种传习组合、广州
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青之韵乐坊、
番禺区傍江东小学广东音乐团等
校园民乐队。他们演奏了《鱼游
春水》《村间小童》《鸟投林》《雨
打芭蕉》《孔雀开屏》《赛龙夺锦》
等广东音乐名曲，为现场观众送
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百万尾鱼虾苗放流
珠江口

作为首届珠水家畔渔港文化
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2023年水
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番禺区石
楼镇海鸥岛举行。

本次活动计划放流各类虾
苗鱼苗 139.3 万尾，其中主要的
品种包括麻虾苗 52 万尾、鲩鱼
苗（草鱼）16 万尾、鲫鱼苗 14 万
尾，希望以此引起全社会共同关
注水生生物养护及其栖息地的
保护，增强公众保护渔业资源与
环境的意识。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泽云、
通讯员穗统宣报道：6 月 11 日，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发布的
数据显示，5 月份，广州居民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环 比 下 降
0.4%（以下均指环比），其中食
品价格下降 1.3%，非食品价格
下 降 0.2% ；消 费 品 价 格 下 降
0.5%，服务价格下降0.3%；八大
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呈5降 2平 1
涨态势。

具体来看，食品烟酒类价格
下降 0.6%。因晴好天气鲜菜生
长良好，夏季水果上市量增加，
市场供应较为充足，鲜菜、鲜果
价格分别下降5.0%和 4.5%。因

生猪市场供应充足，而天气转热
处于消费淡季，猪肉价格下降
4.1%。因四大海域进入休渔期
影响，水产品价格上涨1.2%。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
1.0%。其中，受“五一”节后居
民出游需求减少影响，飞机票价
格下降 8.7%。受新能源汽车市
场份额提升及 7 月起实施国六
排放标准 6b 阶段影响，燃油小
汽车价格下降1.6%。

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下降
0.5%。主要是受“五一”节后居
民出游需求减少影响，旅行社收
费价格下降 1.8%，其他旅游价
格下降1.6%。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道：6月 9
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广州
市重点商业功能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在明确重点打造“5+2+4”国际
知名商圈之外，确定了22个区域性商业功
能区的规划布局，并力争至 2035 年，全市
形成33个重点商圈。

《规划》指出，天河路-珠江新城商圈
吸纳广州市最优质商业建筑存量近 143
万平方米，一核独大，其他商圈的吸引
力、客流量难突破，因此商圈布局应由
单核向多核发展、引入头部运营机构和

国际品牌、创新业态场景创新等战略举
措。

具体怎么做？《规划》提出构建三级商
圈体系，在此前提出的建设 5个世界级商
圈、2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岭南特色商圈、
4个枢纽型国际特色商圈的基础上，明确
构建 22个“一区一特色”区域级都市特色
商圈，打造“5+2+4+22”共 33个重点商圈
的格局。

其中，将天河路-珠江新城商圈打造
成国际时尚消费地标汇聚地，广州塔-琶
洲商圈打造成商业商务集聚、互动体验功

能突出的世界级地标性综合商圈，金融
城-黄埔湾商圈打造成数字引领、滨江活
力的国际商业商务及高科技观光示范区，
长隆-万博商圈打造成国际文旅及商业微
旅高度融合示范区，白鹅潭商圈打造成国
际文化艺术与商业创新融合示范区，北京
路-海珠广场商圈打造成彰显全球活力、
千年城脉、国潮时尚的世界级商文旅目的
地，大西关（上下九-永庆坊）商圈打造成
为岭南文化与国际文化融汇的沉浸式国
际商文旅交流平台。

打造新的消费场景，在促进商业功能

区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规划》提出从
数字消费、国潮体验、红色印记、文脉记
忆、免税购物、时尚首发、产业体验、夜间
消费等角度，明确各类特色消费场景的重
点发展区域和提升路径，打造特色化差异
化的新消费场景。

在广州东站地区、天河路商圈、六运小
区、花城广场、二沙岛、海心沙和沙面旅游
区打造国际时尚首发经济示范区，在广州
塔-广州塔南广场、广州国际媒体港、北京
路-海珠广场和东山口片区打造国潮时尚
首发经济示范区。

广州力争到2035年形成33个重点商圈通过啦！

鲜菜鲜果价格下降

5月广州CPI环比下降0.4%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保护方案的编制围绕“珠江
大桥”进行了全面的基础研究，提出了一
系列涵盖“原址保护、部分原址保护、异地
保护”的三种类型多个保护草案，通过广
泛征询多领域专家的意见，经专家咨询
会、专家评审会审议后，最终选定了“保西
改东”的保护方案。结合专家审议意见，
拟对西桥原址原状保护，对东桥局部适应
性改造，部分构件于双桥公园内异地保
护。根据专家意见，经多次现场踏勘和选
址比较，拟选择大坦沙岛的双桥公园作为
异地保护方案实施地。

根据《保护方案》，珠江大桥西桥原桥
将保持原貌，广湛高铁新桥则位于原桥两
侧，立面沿用原桥钢桁架形式。原桥延续
人行与非机动车通道功能，铁路功能移至
新桥。原铁路通行空间内可增添漫步、展
示、零售等休闲功能，打造串联西起芳村、
经大坦沙、延伸至中山八路的慢行系统，
为行人提供了更多的活动场景。

珠江大桥东桥原桥则改造升级为高
速铁路桥，沿用原桥钢桁架形式，保持原
有风貌。为满足通航要求，原桥须拆除2
处旧桥墩，原址保留 4处旧桥墩，对于保
留的旧桥墩，拟采用门式墩形式进行抬高
保护，并进行修缮维护，新旧桥墩并存。
一榀钢桁架和 2 处桥墩拟于双桥公园异
地保护，并作展示利用。

大桥改造的初步构想为钢桁架放置
于双桥公园西园与东园之间的桥中南路
上，可与人行天桥功能结合，作为珠江双

桥历史展示长廊；桥墩则拟活化利用，进
行历史文化展示；双桥公园与西桥原桥、
东桥通过城市漫步道进行串联，叙述双桥
百年历史。

改建后的珠江大桥采用原桥的钢桁
架形式，延续其传统风貌，作为“双桥烟
雨”的新物质载体，旨在延续双桥在民众
心中的历史形象及城市情感记忆，一并构
建联系芳村和西关老城区、跨越大坦沙岛
的铁路历史文化空间廊道，接力创作百年
双桥历史故事。

荔湾区政协委员潘益民建议，珠江大
桥是广州城市交通网络历史变迁的重要
见证，既然异地保护十分必要，那么更应
该从活化利用的角度思考要怎么突出强
调珠江大桥“双桥烟雨”的艺术价值、观赏
价值、历史文化价值。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广东农垦》副
主编付伟则建议，在珠江大桥的改造上，
首先是异地保护尽可能多保留历史元素，
除了桁架、桥墩外，一些桥上拆下来的铁轨
枕木等都可以异地保护。其次，双桥改造
后要提升其视觉系统，“双桥烟雨”反映的
是双桥穿过农田的形态，但现在环境已经
改变。因此，应该要设计乘客和市民两个
层面的视觉系统：对于经过的乘客，这里是
展示珠江大桥的历史展示节点。对于市民
而言，这里是便利其生活的社区景观。

王建军认为，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最
重要的不是为保而保，而是活化利用，继续
发挥它的历史价值和功能，让当地老百姓
的生产生活受益，有更多的幸福感。

2023韶关龙舟邀请赛举行

32支龙舟逐浪竞渡

首届珠水家畔渔港文化嘉年华启动

渔港文化“大餐”来啦！

广湛高铁广湛高铁““穿海进城穿海进城””
““双桥烟雨双桥烟雨””续写新章续写新章

《广湛高铁所涉珠江大桥历史建筑保护方案》公开
征求意见，将于7月7日召开听证会

曾被评为羊城八景之一的
“双桥烟雨”，如今或因广湛高
铁的兴建而呈现新样貌。记者
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
解到，《广湛高铁所涉珠江大桥
历史建筑保护方案》（以下简称

《保护方案》）于6月6日公示，
并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将于7
月 7日召开听证会。根据《保
护方案》，已列入广州市历史建
筑名录保护的“双桥”——珠江
大桥的东桥将被拆除后建新高
铁桥，其重要构件钢桁架和两
处20世纪30年代的老桥墩将
被异地保护，珠江大桥的西桥
原址原状保护。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通讯员 穗规资宣

羊城晚报讯 6月 13日起，
天安门城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
预约同步恢复。游客须提前一日
通过“天安门城楼参观预约网站
（www.tiananmenchenglou.com） ”

或“天安门城楼参观预约”微信
公众号进行实名制预约。预约
成功后，须持本人预约有效证
件，按照所预约时段实名制验票
参观。 （央视）

6月13日起
天安门城楼恢复对外开放

1933年
西南大桥动工
铁路跨江缘起

1960年
珠江大桥建成
肇兴三地连通

1997年
新设双桥公园
升华桥梁文化

2023年
移建桁架展廊
回忆辉煌历史

2025年
改建高铁四线
重塑双桥烟雨

“珠江大桥公路桥是广州内环路广佛
放射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5年通车，
是广佛同城的重要交通走廊和广州主城
联系芳村地区的最重要通道，常年处于交
通拥堵状态。”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副
院长马小毅谈到，从交通流量来看，珠江
大桥进、出城日交通量分别约为 5.7 万辆
和5万辆，高峰小时交通量约分别为3600
辆和3200辆，且呈逐年增加态势，反映了
珠江大桥公路桥在广州过江桥交通系统
中的重要地位。

记者了解到，在上述全部通过交通量
中，与佛山联系的车辆约占1/3，说明了珠
江大桥公路桥对广佛同城的重要贡献。
同时，珠江大桥公路桥也是目前大坦沙岛
进出市区的唯一通道，高峰小时交通约
2300 辆车通过该桥进出市区。总体来
说，珠江大桥公路桥是广州主骨架路网向
西联系的重要出口。

和珠江大桥一样向西串联的还将有
广湛高铁。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广湛高铁
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广湛高铁引入广州站，向东连接广汕
高铁，一同构建350公里/小时沿海铁路客
运大通道，工程计划于2025年12月通车。

新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是发挥粤
港澳大湾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粤西地区
均衡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广东省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实现新型

城镇化发展、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的重要
基础设施。

广湛高铁利用广茂铁路通道进入广
州站，其广州枢纽段须由原二线普速铁路
升级为四线高速铁路，广湛高铁建成后将
实现“高铁进城”。

而这项重大工程涉及广州市历史建
筑——珠江大桥的改建，而高铁进城的必
要性也引发了坊间的热议。

对此，原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潘濬源谈到，广湛高铁引入广州站，可以
方便旅客出行，升级城市功能，适应粤港
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完善国家铁路网
布局。

“广州是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
广湛高铁的引入将有助于提升广州的城
市功能。高铁替代普铁，实现‘客内货
外’，可以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增强城市
综合竞争力。路基升级为桥梁，可以减小
铁路对城市的阻隔。”潘濬源说。

“无论从城市发展还是市民生活方面
考虑，高铁建设都是广东省高质量发展的
必要举措，而且高铁进城，将给老百姓带
来更大实惠和效益，是十分有意义的。”在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研
究中心主任王建军看来，作为承载了广州
与佛山、粤西联系的历史记忆的铁路，珠
江大桥在高铁时代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对历史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荔湾区西侧，泮塘、大坦沙、滘口之
间，有珠江东西两条支流——这里曾是
广州通往西南的要道，也是珠江大桥诞
生之地。

20世纪 30年代，陈济棠治粤期间曾
着手在此地兴建一座跨江桥梁，命名为

“西南大桥”，这便是珠江大桥的前身。
为了加强广州与粤西的联系，1958

年 10月 19日，珠江大桥动工建设。家住
荔湾的王姨向记者回忆称，彼时，政府动
员了荔湾区的众多街坊百姓，投入到珠江
大桥的建设。仅用两年时间，1960年 6月
15 日珠江大桥主桥工程便已竣工，1960
年10月1日通车。

珠江大桥是通往粤西的铁路、公路两
用桥，通车后，广州与西南地区的交通动脉
被打通，城乡物资交流大大加快，原本的广
三铁路也得以与京广铁路、广九铁路相连，
使广州真正成为南部铁路核心枢纽。

1963年，在评选羊城八景的活动中，
人们看到斜斜烟雨直入苍茫的珠江，一座

霓虹桥飞架在碧波上，江面水雾缭绕，桥
上车水马龙；横跨珠江的珠江大桥如同彩
虹，与磅礴的珠江交相辉映，伴着四周翠
绿的田野。“双桥烟雨”因而入选成为羊城
八景之一。

珠江大桥分为东、西两桥。其中东桥
采用陈济棠治粤期间未完工的“西南大
桥”老桥墩，由中山八路跨越珠江至大坦
沙岛，长约 336 米，通航净高 8.5 米；西桥
没有使用老桥墩，目前在西桥南侧仍能看
见废弃的老桥墩，由大坦沙岛跨越珠江连
接广佛公路和芳村大道，长约415.5米，通
航净高6米，桥宽23米。

在建成初期，珠江大桥是来往芳村唯
一的陆路通道，也是广州通往粤西地区的
必经之路与生命要塞。

而后，随着珠江隧道、鹤洞大桥的通
车，车辆通行有了更多的选择，而市民也
可选择转乘地铁通达东西。2005 年，内
环路珠江大桥放射线开通后，原来珠江大
桥公路部分不再通行汽车。

羊城八景之“双桥烟雨”连通粤西地区的生命要塞A

历史老桥续写新故事 广湛高铁“穿海进城”B

作为广茂铁路上由佛山三眼桥进入
广州站的必经之路，珠江大桥上建设广湛
高铁，将使其由一座二线普速铁路桥升级
为四线高速铁路桥。

珠江大桥是广湛高铁唯一的必经之
选吗？据设计单位中铁第二勘察设计院
项目总体负责人介绍，广湛高铁的起点选
择在市中心的广州站，是经过研究，最后
确定从广州站向西是最顺直的线路，也是
贵广铁路、南广铁路、广州南联络线、广佛
肇城际所有通过广湛铁路进入广州站、白
云站最顺直的线路。

为何广湛高铁在三眼桥进入广州西
段的线路，要由二线升级为四线？

对此，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唐重平表
示，广州西至三眼桥段是广州枢纽西向、
南向列车进出广州站的必经通道，也是枢
纽东西向、北西向通过列车最顺直的路

径。随着白云站改扩建完成、广州站改扩
建工程拉开帷幕，届时，既有双线铁路
120对每日的运输能力，将成为制约两个
特大型客运站往枢纽西向发车的瓶颈。

潘濬源分析，广湛高铁、贵广铁路、南
广铁路、广州南联络线、广佛肇城际铁路等
10条线路在广州站以西交会，通过广湛高
铁广州西至三眼桥段进入广州。根据预测
列车开行需求，未来广州西至三眼桥段列
车开行频次将达到243对每日，甚至提升
至273对每日，已远远超出两线铁路的运
输能力，迫切需要将该段现状的两线普速
铁路升级为四线高速铁路。

“因此，这一举措有助于满足广州西
向日益增长的运量需求，加强大湾区和粤
西、海南、北部湾地区以及西南、西北方向
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地区的经济
文化交流，促进广佛同城，推进珠三角地
区协同发展。”潘濬源指出。

西向运量需求日益增长 二线普速铁路桥要升级C

“保西改东”方案 已经通过专家审议D

珠江大桥 通讯员供图

中流击水 主办方供图

放流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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