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实习
生樊雨晴、通讯员郑园萍报道：水
利部在近日发布了 2023 年度国家
水土保持示范名单。记者 1 月 10
日从广州市水务局及从化区水务
局获悉，从化区鸭洞河小流域被认
定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生态
清洁小流域），成为广州市第一个
国家级水土保持示范项目。

据了解，鸭洞河小流域位于广
州市从化区良口镇，流域面积 60.1
平方公里。在没有接受综合治理
前，鸭洞河小流域曾受困于无序的

河道两岸开发占用，不仅污染水体
还极易酿成洪涝隐患。近年来广州
市及从化区各相关职能部门持续推
进鸭洞河小河流域综合整治工作。

通过综合治理，鸭洞河小流域
水 土 保 持 率 从 89.2% 提 高 至
96.87%；林草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
比例达到98%；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 施 全 覆 盖 ，农 户 无 害 化 卫 厕
100%普及，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率
100%，小流域出口断面水质长年
稳定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

这条昔日存在水患的鸭洞河

目前已“焕然一新”。结合鸭洞河
的成功治理，从化区在鸭洞河片区
规划建设生态设计小镇，将良好的
生态环境作为卖点开发“旅游＋特
色小镇”“旅游＋农业”“旅游＋文
化”等产品。生态设计小镇内的

“世界生态设计大会”会馆近年来
持续承办多场重要会议。2024 年
元旦假期，鸭洞河片区还恢复举办
了阔别数年的风暴电音节，最高峰
时累计约 5万名市民游客参加，带
动从化区内 32家上规模酒店入住
率将近90%。

羊城晚报讯 记者薛仁政、
通讯员穗环宣报道：近日，广州
20 个新建成的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站正式投入使用。与常规
的噪声监测不同，这些站点的设
备首次配备了声源识别模块，能
够自动识别出虫鸣鸟叫、人为活
动等不同的声音“密码”。广州
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监测站（点）声源识别溯
源功能全覆盖的城市。

据介绍，以往在进行环境声
音检测的时候不仅需要工作人
员手持设备“奔赴”各个网格进
行测量，获取的数据也仅有声压
级的大小，声音的来源、种类统
计困难。

广东广州生态环境检测中
心站高级工程师李列波介绍，新
建成的 20 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自动监测站（点），配备了噪声监
测、气象、视频、4a 类站（点）的
车流量监测等基础单元，同时增
备了声源识别溯源系统。

“比如工地的噪声，可以通
过声源识别溯源系统判断是敲
击声，还是施工机械产生的噪
声，这样对于声音的溯源能起到

数据的基础支持作用。”李列波
介绍，声源识别溯源系统由气象
单元、噪声采集单元和声源追踪
定位仪、监控摄像头等组成，能
自动识别出环境中的虫鸣鸟叫
等自然声及人为活动声等 6 大
类共 15 小类的特征声源，识别
准确率达到85%以上。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
噪声监测工作的意见》要求，广
州作为全国第一批城市，率先
在 2023 年底全面完成城市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工
作，并实现监测数据联网传输；
率先建成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
量声源识别自动监测网络，实
现了声功能区声源识别和溯源
功能，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声源
识别溯源功能全覆盖的城市。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20个功能区声环境质
量监测站（点）均位于噪声敏感
建筑物集中区，周边 200 米范围
内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
住宅等噪声敏感建筑物密集，经
济、生活活动活跃，能真实反映
广州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状况。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报道：近
日，一则由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猎德
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广州市猎德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猎德村公
司”）发布的分红通知在网络上流传，
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热议。“村民每股
可分 1110 元”的消息是否属实？1月
9 日，记者采访多位知情人士和猎德
村村民了解到，该分配方案内容属实，
但村民具体能分到多少股红，需满足
一定的条件，并非网传人人“土豪”那
么夸张。

村公司：情况属实，
今年分红有所上涨

根据网传的分红通知，猎德村公司
根据 2023年12月29日股东代表大会
决议，定于2024年 1月份发放2023年
度村民股红分配款，股红分配方案如下：
劳动股、劳动力安置股、福利股（即人头

股）每股分红380元，于2024年1月8日
发放；新增物业项目股（即地股）每股分
红730元，于2024年1月6日发放。

为此，记者咨询了猎德村公司有
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情况属实，
确实每年都有分红。不过每股分红并
不固定，因为分红是根据当年收入来
分配的，因此每隔两到三年会有所递
增。相关知情人士表示，以劳动股、劳
动力安置股、福利股为例，今年相比去
年每股增加20元，涨幅并不高。“之前
连续几年每股分红都是 360 元，今年
效益比较好，但不保证明年还会上
涨。”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从广州市层
面来看，猎德村的分红并不算高。

村民：分红需满足
条件，并非人人“土豪”

猎德村村民究竟能分到多少股
红？猎德村村民李小姐给记者梳理

了村民分红需要满足的条件，并表
示网传“村民每股可分 1110 元”并不
准确。

“以前参加过村里生产队劳动的
村民才有劳动股，按照参加的时间
年限来算，上限是 28 股；福利股则
是在 1995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的村
民才有的，每人 100 股；地股则是按
照整村改造前每户人家拥有的房产
地面面积（非 楼 层）来计算，每户的
一家之主才有，家家户户情况不同，
因此无法估算。”李小姐说。按她自
己的情况来计算，她是 1994 年出生
的，没有地股和劳动股，只满足福利
股 的 分 配 条 件 ，因 此 只 能 分 到
38000 元。

“分红一年到头也就一次，如果
家里地股多，又有参与过劳动的老
人，那拿到的分红相对较多。如果不
符合这些条件，其实也分不到。”上述
知情人士说。

部分年花年桔
价格略涨，港澳地区
订单增多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月时
间，在岭南花卉市场，商家们正
在忙前忙后摆放年花年桔。

“今年的年花销售比以往提
前了两周，年味渐浓，不少市民
提前消费，购买年花。”岭南花卉
市场经理何永表示，由于岭南花
卉市场靠近地铁站，又有公交接
驳，在工作日时间，有不少老年
群体来到岭南花卉市场了解年
花产品，选购心水年花。

在年桔销售摊位，金旦果、
四季果、金桔等不同品种的年
桔摆放整齐，吸引市民前来询
价。据年桔销售摊位的档主介
绍，年桔的尺寸、品种对应的价
格有所不同，比如7寸的四季果
售价为48元-50元，10寸金旦
果售价为100元。

市民马阿姨在现场以95元
收获了一盆 8寸金桔，她说：

“每年都在春节前一个月购买
年桔，这次依旧错峰购买，担心
临近过年的时候人多车多，年
桔价格水涨船高。去年能以68
元买到8寸金桔，今年则要95
元，不过还可以接受，毕竟春节

一年一次。”
蝴蝶兰鲜艳亮眼，在满天

红园艺，“香橙”“幻影”“莲雾”
等品种的蝴蝶兰上架。满天红
园艺店长莫小丽表示：“今年蝴
蝶 兰 价 格 大 约 上 涨 了 10%-
15%，今年年花需求量大，而之
前受疫情影响，有部分花商对
花卉培育持保守态度，所以目
前的产量有供不应求的倾向。
而且，今年港澳地区的订单增
多了，每天都接到来自港澳地
区的订单。”

“从 目 前 年 花 年 桔 销 售
情 况 看 ，年 桔 和 蝴 蝶 兰 需 求
量 较 大 ，价 格 比 去 年 有 所 上
涨，企业、零售花商、市民提
前 来 选 购 ，大 批 量 的 订 货 单
在 1 月 初 已 完 成 ，有 部 分 商
户把货留在新春前夕冲刺。”
何永介绍。

此 外 ，就 鲜 切 花 价 格 而
言，何永介绍：“菊花的产区有
所增加，比如江苏、福建、海南

等产区也来分一杯羹，广东的
菊花价格有所下降。然而，百
合、剑兰等价格会上涨，比如
以往百合卖10元2把，现在价
格约为40元2把。”此外，何永
表示：“目前是市民选购年花
的 好 时 机 ，价 格 实 惠 、品 种
多。1月下旬，年花价格预计
会有略微上涨。”

新品年花上市，
进口鲜花空运到穗

除了往年常见的年花品种
外，今年，岭南花卉市场多了一
批新品种蝴蝶兰。“龙兰”“拉
菲”“拉丁舞裙”“恭喜发财”

“聚宝桔子”等新品种蝴蝶兰在
广州印象园艺亮相。

广州印象园艺相关负责人
赖海燕介绍，店铺销售的新品
种蝴蝶兰绝大部分是自家花卉
基地培育，尤其是符合龙年的
新品——“龙兰”。“龙兰”有16
至20朵花，沿直线排列，犹如一
条龙，因此命名为“龙兰”。“我
们的花卉基地在粤北韶关，今
年产出了不少新品种。由于培
育成本上涨，加上市场供不应
求，一株蝴蝶兰会比去年贵2至
3元。”赖海燕表示。

就新品种价格而言，赖海
燕说：“有16朵花的‘龙兰’价
格为460元；12株的‘恭喜发
财’价格为500多元；6株的‘拉
菲’价格为400多元，目前‘拉
菲’即将售罄。”

国产年花热销，进口年花
也陆续上新。“来自伊朗的红
柳，南非的烟花菊、帝王花，马
来西亚的牡丹菊，哥伦比亚的
绣球，荷兰的冬青等都已经上
市，荷兰的寸寸金也会在近期
到货。”广州利达龙鲜花批发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全振娟
表示，进口年花价格和往年差
不多，每周有1-2批进口鲜花
空运到广州，接下来进口年花
会全面上市，为市民提供更多
选择。

广州猎德村分红方案引热议：

村民回应并非人人都是“土豪”

从化鸭洞河小流域华丽变身
成为广州首个国家级水土保持示范项目成为广州首个国家级水土保持示范项目

距离春节一个月，广州年花“上新”进行时——

年花价格略涨 龙年新品热销
花城花香，年花

上新。龙年新春临
近，年花市场逐渐升
温，1月10日，羊城晚
报记者实地走访位
于广州市荔湾区的
大型花卉综合零售
批发市场——岭南
花卉市场。记者走
访发现，年桔年花已
上市，虽然部分年花
年桔的价格略微上
涨，但受访市民表
示 可 以 接 受 。 此
外，来自港澳地区
的 订 单 比 去 年 增
多。目前，如蝴蝶
兰、冬青、绣球等年
花品类热销，不少
迎合龙年的年花新
品种也在市场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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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成国内拥有最多公用变电站的省会城市

变电站数量增至417座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鹏程，

通讯员申浩播、刘海宁、谭紫嫣
报道：近日，随着 110 千伏万达
变电站投产，广州电网变电站数
量增至 417 座，广州也成为国内
拥有最多公用变电站的省会城
市。2023 年南方电网在广州投
产变电站 17 座，投产变电站数
量创十年以来新高，220 千伏变
电站投产数量（8 座）也是广州电
网历史最高纪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3年投
产的 17座变电站中，有6座位于
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创
下了广州市一年内同一区域投
产变电站的新纪录。

据介绍，2023 年，广州黄埔
区电网实现基建投资和建设规
模双创新“高”，全年累计完成

电网建设投资 22.6 亿元，变电
站 建 设 数 量 位 居 广 州 各 区 第
一。广州第 400 座暨全国首座
近零能耗 500 千伏科北站、广州
首座造价咨询试点项目 110 千
伏美维站等 6 座变电站相继建
成投产。新建变电站将辐射助
力周边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约达 1472
亿元。

据广州供电局负责人介绍，
2024年，广州供电局全年计划投
产主网基建项目 43 项，计划新
增变电站 17 座。同时，加快推
进“2518”电源送出线路工程、
500 千伏海珠站、傍海站、楚庭
第二电源通道、220 千伏天河棠
下柔直背靠背工程等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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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技艺为底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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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广东省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落下帷幕

让“她”力量在指尖绽放

公益组金奖钩针编织作品
《指尖芭蕾移动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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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组金奖刺绣作品《戏雪》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在广东工美艺博中心的二楼展
厅里，观众可以从省内各地的女性
手工艺带头人、非遗传人及妇女公
益团队成员亲手打造的手工艺品
中，感受“指尖筑梦的姐姐”的心灵
手巧。经过初评、复赛环节，这些展
品都获得了2023年广东省妇女手
工创业创新大赛的决赛入场券。

1月10日上午，2023年广东省
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在
广东工美艺博中心顺利举办，刺绣
作品《戏雪》、竹编作品《隽永之岩》
和钩针编织作品《指尖芭蕾移动花
车》分别获得传承组、创新组和公益
组金奖。现场还举行了2023年广
东省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基地授牌仪
式以及广东省巾帼手工创业创新联
盟揭牌仪式。

“本届大赛的优秀成果很有创
意，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展现了新时
代女性积极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
风貌。”广轻控股集团董事长戴智在
致辞中指出，首届赛事受到了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将逐步成为女性创
业创新，彰显巾帼工程的重要品牌。

广东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
丽表示，妇女手工已成为各级妇联
携手广大姐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妇女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载
体。“南粤姐妹们从广东风情风物中
寻觅和发掘新灵感，不断培育和链
接新巧手，相信她们手中的传统技
艺能够持续焕发出生机和红利。”

不同于传统“坐”在橱窗内的手工
艺品，由纪馥君设计编制的竹编艺术装
置《隽永之岩》实现了非遗手工“走”向
户外、成为年轻人打卡点的转变。

曾在法国修读艺术管理专业的纪
馥君在一次国际展览中看到潮州木雕，
受到启发，随后抱着弘扬岭南非遗优秀
文化的决心，她开始了以竹编技艺为基
础的创业项目。“我们融合现代美学元
素，用竹子创作了很多大型公共装置，
一批作品成为了乡村网红打卡点。”如
今，纪馥君所在团队正打造亲子课、女
性课等系列公益创业课程，助力韶关女
性结合本土文化制作竹编品牌文创品，
带领女性创业自强。

同样为了带动困难妇女群体灵活
创业的还有王娟，她通过场景化钩针编
织结合移动花店售卖的模式，带领广州
市白云区妇女学习手工钩针编织技法，
吸引了大批的大学生、残疾人以及困难
母亲参与其中。

在获得公益组金奖的钩针编织作
品《指尖芭蕾移动花车》中，记者发现，
从朵朵鲜花到毛绒娃娃，从色彩绚丽的
背包到家用香薰包，品类应有尽有，钩
针编织品为千余名妇女带来收益。这
件作品由王娟创作，这些年来，她除了
将钩针编织的商机送入乡村，还把相关
技艺带进校园课堂，她希望能通过产教
融合的方式，帮助年轻人培训技能、灵
活就业。

“很高兴在本次参赛作品中看到
‘尊古不复古’的创新手工艺品，南粤
妇女们用传统的材料和技艺呈现与新
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让大众尤其是年
轻人看到作品背后对生活的热爱，同时
让女性看到内心的独立和精神。”本届
大赛导师之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范安
琪说道。

茫茫雪地上，一群松鹤各显姿态，在
松树前怡然伸展躯体。据传承组金奖得
主、中山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周雪清介绍，作品《戏雪》结合了苏绣
和广绣特点，运用雪花针法双交针绣制而
成，寓意松鹤延年，健康长寿。

“鹤的主体以施毛针、小乱针，结合雪
花针、辅针等表现，在纯蚕丝和真丝底料
上勾勒出羽毛的蓬松质感。”周雪清表示，
为了突出局部细节，所用针线的细度仅为
普通丝线的六十四分之一，该作品分为4
个图层，深浅交替共50多色细线，从绘制
底稿到绣制完成历时8个月。

“我个人很看重传承的基础，手工艺
品的表现力离不开传统技艺的基底，每个
皱褶、细节都可以看出技艺者背后的汗水
和心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彩瓷省级
非遗传承人翟惠玲是本届大赛的导师之
一，让她印象深刻的手工艺品还有名为
《荷欢》的潮州朱泥壶。

这把朱泥壶的制作者佘慕君告诉记
者，她通过观察荷塘里不同荷叶形态的变
化，还原荷叶的天然纹路和皱褶。

佘慕君师从潮州手拉朱泥壶传承人
谢华，在壶形塑造上依循圆润平滑、结构
匀称的美学风格，在泥中塑造自然生态的
律动。“我的三个孩子从小跟着我学习朱
泥壶的手工技法，他们也都爱上了这门手
艺。当代年轻人是有文化、有艺术素养的
一代，相信他们可以潜心内化修炼，成为
传承潮州手拉壶的栋梁之才。”她说。

让非遗“走”出橱窗创新

年花陆续上市，五颜六色的年花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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