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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车陂小学重
视龙舟文化，专门开设了龙舟主
题班，学校在这种青少年的非遗
传承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招浩军：我认为学校特别是
公办小学应该是非遗传承的一道
桥梁，如何让传统文化接近孩
子？作为学校，基本上有几项工
作是要做的，第一就是要把非遗
和传统文化融入到课程里面，教
育系统和教育部门给学校的主动
性和灵活性都很高，我们有校本
课程和地方课程，这些都可以结
合传统文化来开展。

第二，学校要跟社区本土的
一些文化组织、机构和个人合作，
来实现非遗的传承和沟通，这方
面我们车陂小学其实也做得挺
好。因为车陂村对学校的支持很
大，无论是祠堂文化和龙舟文化，
还是龙舟文化促进会等等举办的
活动都会跟学校结合，把一些好
的活动和文化都放到学校里让孩
子去体验，所以我认为学校的努
力其实还不足以去说明什么，因
为整个社会都在关注非遗传承，

所以在大的环境下，学校其实是
一个受益者，只要我们把桥梁搭
好，就能让文化传递到孩子那里，
让孩子也进入文化当中，这方面
我觉得我们都做到并且做好了。

羊城晚报记者：非遗如何通过
数字创新的形式进行更好的传播？

郭威：随着社会和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我们只要把传统的文
化进行数字化转化，就可以传播
得更快，也就是说数字化其实是
传统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通过
数字化形式可以很方便地把传统
文化实现创新转化，传递给任何
年龄段的人群，这是数字化推进
传统文化传播的一个特点。

羊城晚报记者：数字化如何能
够与非遗传播结合，有哪些结合点？

林江：在非遗传承中，数字化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无限的机会。
最近，英伟达备受关注，体现了以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发展
趋势，这也给我们非遗的传承带
来了无限的商机。例如通过数字
化的展览、虚拟现实结合，比如广
交会既能有实体展会，也可以24
小时网络在线。同样，数字化赋
能后，不仅在端午节可以扒龙舟，

而是每天都可以扒龙舟，线上展
示形式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
虚拟网络参与到非遗传承中。总
体来看，数字化既可以给非遗传
承带来无限的可能，也可以带来
数字化的产业，或者称之为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出版了
醒狮主题读本的作者，在您看来，
龙舟醒狮这一类的岭南传统文化
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王亮：我认为岭南非遗有两点
特质：一是它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
础，无论是醒狮还是龙舟，群众参
与度都非常高。龙舟活动举办时，
河涌两岸都是加油的观众。像车
陂小学也会把非遗教育融入到学
校当中，这意味着不仅很多人会参
与到非遗的活动中，还有很多人会
去教育、去研究、去关心这件事。
所以这种广阔的群众基础是岭南
非遗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二是以醒狮和龙舟为代表的
岭南非遗非常具有创新性。我留
意到最近以醒狮为主题的一些小
说、电影和音乐剧一推出都很受

欢迎，醒狮现在已经成为了广东
年轻人的一个潮流标志，这就是
一种创新。龙舟它以前是村落之
间、宗族之间一个交流的活动，但
是现在龙舟已经融入了竞技体育
的一些现代理念，向着标准化和
国际化的方向去发展。像这种创
新，我觉得是岭南非遗的一种独
有的生命力。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南兴合兴
堂女子醒狮队的教练，同时您也是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
您是如何创新非遗传承形式？

张哲亮：在创新过程中我们

坚持传达一个理念：正能量。不
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们表
演醒狮想传递的是中国人那种坚
强不息、步步高升和不惧困难的
精神，同时不管是我们线下的非
遗传承，还是说线上的新媒体传
播，我们都是想把中国优秀的故
事和非遗里边最优秀的一面展示
给大家。我们醒狮队也跟各大高
校不同专业的老师同学们一起，
通过跨专业的形式将非遗多途径
传播。例如我们为女子醒狮队创
作了以龙腾狮跃为主题的数字化
插画，并且把插画转化成为文创
产品，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非遗。

“龙舟”游带旺端午消费
广东生活服务消费排名全国第一

文/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要做国际连锁，中国市场一
定是重要的布局。自 2021 年在
广州东方宝泰广场开设内地首
店后，寿司郎就加快了在粤港
澳大湾区开店的速度，不仅在
广州正佳广场、万菱汇、悦汇
城、美林 M.LIVE 天地、北京路
粤潮楼落地，还在深圳、佛山、
东莞等地开店。

“寿司郎 2011 年就在海外
开了一家门店，到 2023 年 12 月
末，寿司郎海外的门店数已经达
到 148 家 ，占 总 体 门 店 数 的
20%。”荒谷和男告诉记者，在进
入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广东市
场的时候，寿司郎更看中的是这
里的消费习惯和供应链。

“广东的消费力真的是非常
强，尤其是周末，我们看到大家

不愿意宅在家里，而是会外出就
餐。所以我们门店周末一般都
是大排长龙的。”

不久前，寿司郎刚刚举行了
一场在顺德的鳗鱼产地直播，反
响热烈。

“我们部分食材来自中国，
比如跟顺德的鳗鱼工厂已经合
作了十几年了，从寿司郎在中国
还没有门店的时候，日本当地用
的鳗鱼就已经是从顺德拿过去
的。”荒谷和男透露，得益于长期
合作伙伴关系，从鱼苗的挑选、
养殖到加工，供应商都一直严格
配合寿司郎的标准。

作为 1994 年就入职寿司郎
的老员工，寿司郎首次在日本中
部地区开店时，荒谷和男曾经担
任寿司郎热田店店长，为中部地

区的门店拓展贡献重要力量。
此后他先后担任日本寿司郎总
部品管部部长、CS/ES管理部部
长、日本国内寿司郎营业部部
长、商品部部长。

如今履职大中华区执行董
事，拓店经验丰富的荒谷和男坦
言：“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不断
腾飞的地区，寿司郎非常希望能
够跟更多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有更深入的合作。”

对于企业能够不断快速发
展，荒谷和男认为，广东在营商
方面给予了企业非常多的优惠
政策和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在做生意方面更加
得心应手，更容易去做事情。未
来，寿司郎还将加大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布局。”荒谷和男说。

谈融合谈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适合企业加速发展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晶 孙绮曼
图/羊城晚报记者 严锦程

自今年“Young城Yeah市”
（谐音“羊城夜市”）广州夜间消
费季活动启动以来，丰富多样的
活动正在广州轮番上演，为广州
缤纷夜生活注入更多可能性。

特色市集、创意展览、明星
音乐会、激烈赛事、足球与啤酒、
大促销…… 6 月的精彩活动为
你安排！

在环市东商圈，广州保利时
光里携手陶花烟雨打造“由瓷而
生”主题陶瓷展，展览将多位景
德镇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带到了
生活空间，以“万物皆陶瓷”贯
穿，通过茶具、摆件、饰品、花器
逐一呈现，让顾客仿佛一秒置身
景德镇，透过陶瓷看民族文化、
品茶赏字、看山看海，感受艺术
在生活中的无限可能和可塑。

珠江琶醍联动小红书，以及
园区8个商家打造“琶醍酒搭子
地图”，消费者可在小红书平台
购买地图，并凭地图到园区8个
商家体验 8 款不同口味的鸡尾
酒特调。园区线下打造了酒搭
子主题的线下打卡装置及互动
游戏，为酒搭子们提供了沉浸式
的活动体验场景。

永庆坊以艺术装置、现代
舞、粤剧和戏剧为线索，邀请广
东现代舞团、广东歌舞剧院、粤
剧艺术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共同
参与，充分发挥街区优势，打造
为期一个月的沉浸式艺术舞台
——以创意公共艺术装置，营造
具有仪式感的场域；以生长于街
巷的沉浸式舞台，展开在地文化
与当代艺术的跨界对话；以欢聚

热烈的互动表演，打造让观众参
与其中的庆典。

在番禺，Young 城 Yeah 市
携手美团歪马送酒在番禺万达
广场，火热开启歪马精酿啤酒
节。麦香四溢，系列精彩活动轮
番上演，尽享充满泡沫与快乐的
节日。

据悉，“Young 城 Yeah 市”
夜间消费节旨在打造广州国际
化、年轻化、个性化的夜间消费
城市品牌。广州市全城 11区联
动掀起持续不断的夜间消费热
潮，千企万店月月有主题、周周
有活动，千万级消费券派发、盛
惠点靓生活，构建全方位、立体
式的广州夜经济图景。

6月去哪玩？

羊城夜市先行区全攻略来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通讯员 穗商务宣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都不能少
高质量发展

外眼点“经”

广东营商环境让企业发展更得心应手

工作日的广州天河万菱汇广
场，中午十二点左右，寿司郎店门
前已经有顾客在等位。“两个人吃
130元就吃得很饱了，感觉挺划算
的。”有顾客这样评价这家餐厅。

寿司郎是一家日本老牌日料
品牌，其前身是1975年在日本大
阪开业的“鲷寿司”，直到1984年
才正式以经营回转寿司为主业。

“那时寿司属于比较好吃，
但是比较高级的一种料理。我
们做回转寿司是把当时在高级
料理店才能吃到的食物变得更
大众化，让更多的普通人日常就
可以品尝这些美味。”荒谷和男
介绍，“比如说我们把很多寿司
的价格设定为100日元，是众多
消费者都能负担的价格。”

这个实惠的策略助力寿司
郎从 2011 年到 2022 年连续 12
年在日本回转寿司界获得营业
额的第一名。

当然，谈到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荒谷和男的回答显得有点

“普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美味。而完成美味的背后，必然
还有企业的不断创新。

“创新方面，我们与科技结
合，在日本国内实验性地导入了
一个叫数字寿司郎系统，这是寿

司郎独有的系统。我们会在每
一个寿司碟上装一个芯片，每一
碟寿司在回转带上运行的距离
达到设定的长度就会自动废弃，
以此来保证每一碟寿司都是非
常新鲜的。”荒谷和男还透露，

“这个芯片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它通过跟寿司碟前面的菜牌芯
片的联动识别这个碟上是什么
寿司，进而判断这个门店的客人
更喜欢哪些品种的寿司。通过
数据分析，寿司郎就可以更好地
实现门店的管理和配货。”

数字化的发展和创新带来
更多可能。“我们希望能够成为

一个国际化的连锁餐饮，所以我
们也积极在向海外拓展，并一直
都在思考如何创新，让顾客有一
个更愉悦更有趣的回转寿司体
验。我们的数字寿司郎系统，在
每个座位前有一个非常大的屏
幕，屏幕呈现回转寿司的商品以
及介绍，顾客也可以在上面点
单，还可以通过屏幕玩游戏，获
取小礼品，极大增强了顾客全新
的回转寿司体验。”荒谷和男表
示，目前这套全新的数字寿司郎
系统已在日本部分门店应用，这
样的数字化创新应用也有望推
广到日本以外的市场。

谈谈创新创新 数字寿司系统助力俘获消费者味蕾

番禺歪马啤酒节

广州天河一寿司郎门店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各类
出游热潮为各地消费市场带来
新动能。龙年看龙舟，在广东地
区，广州彩龙竞艳比赛、黄埔涌
赤沙河采青、佛山叠滘赛龙舟
……火热的民俗游带旺了本地
消费，美团数据显示，端午假期
全国日均生活服务线上消费规
模同比 2019 年增长达 69%，其
中广东生活服务消费排名全国
第一。

民俗游带旺广东消费

在这个端午节，多个非遗文
化旅游大省假期本地消费热度
高涨。佛山、韶关等地更是非遗
文化游的热门目的地。广州彩
龙竞艳比赛、佛山叠滘赛龙舟、
黄埔涌赤沙河采青……大众点
评上，近一周，广东“龙舟”关键
词搜索量同比增幅超过 360%，

“赛龙舟”相关笔记攻略数增长
达570%。

龙年看龙舟，龙舟看佛山。
6月8日-6月10日，国内唯一的
弯道型龙舟竞技赛事——叠滘
龙船漂移大赛在佛山火热开
赛。滴滴出行数据显示，6 月 8
日和 9日，前往龙舟赛举办地桂

城街道叠南社区、叠北社区的打
车需求较赛前均上涨超 60%。
同期，佛山-广州及广州-佛山
的滴滴顺风车跨城路线订单量
同比去年上涨均达 120%，在顺
风车订单量前 20名的跨城路线
中，同比涨幅最高。

火热的民俗游带动了广东本
土的生活服务消费。美团数据显
示，广东省生活服务消费在全国
排名第一，日均消费规模较去年
同期同比增速接近20%，深圳市、
广州市、东莞市为省内消费排名
前三城市。其中，省内文旅相关
消费规模同比 2019 年增幅接近
50%，环比节前一周增幅达51%，
夜间消费规模占比约51.5%。

“赶海登岛”成出
游新风尚

随着各地气温稳步升高，
“海滨海岛游”成为端午假期的
另一热门选择。美团数据显示，
端午期间，海南、山东等拥有海
滨城市的省份“吃喝玩乐”整体
订单量环比上月增幅均达到
20%。其中，青岛、深圳、大连、
三亚、威海成为住宿预订量最高
的海滨城市。

无独有偶，来自滴滴的数据
也显示，端午假期，全国前往海
滩类景区的滴滴打车需求环比
上涨显著。连云港连岛风景区、
汕头南澳岛生态旅游区、威海国
际海水浴场的打车需求环比分
别上涨 99%、71%、41%。海滨
城市青岛在端午更受追捧，在今
年几个假期中，首次进入全国打
车需求十大热门城市。

年轻人忙着“看海”，亲子家
庭则把“亲水项目”作为假期出游
的目的地。在端午假期，不论是
家门口的捞鱼小店、户外水上乐
园还是洗浴中心的造浪池，都挤
满了亲子家庭。美团数据显示，
端午期间，亲子游乐订单量环比
上月增长超400%，综合电玩城、
娃娃屋小店均迎来客流高峰。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我
的阿勒泰》火爆“出圈”，许多人
跟着热剧去远方。滴滴数据显
示，端午阿勒泰地区的打车需求
同比去年上涨89%，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 打 车 需 求 同 比 上 涨
84%。前往《庆余年2》取景地中
国襄阳盛世唐城、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都匀秦汉影视城的打
车 需 求 较 假 期 前 分 别 上 涨
259%、67%。

专访寿司郎母公司大中华区执行董事荒谷和男

广州素有“美食之
都”的美誉，粤菜闻名
海内外，而在广州，国
际餐饮也成为街头巷
尾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曾经风靡餐饮界的
回转寿司连锁企业寿
司郎在广州接连开店
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
的新发展有了更详细
的布局。日前，寿司郎
母 公 司 FOOD&LIFE
大中华区执行董事荒
谷和男在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专访时，回应了
企业的数字化创新和
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
新发展等相关问题。

一场关于龙舟的研讨：

数字化为非遗传承
带来无限可能

6月8日，由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指导，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三七互娱集团、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主办，广州新
华发行有限公司承办的阅见月月见6月专场之“非遗传承与数
字创新”主题活动在广州购书中心举办。现场，相关政府领导、
专业学者、行业协会、企业代表等围绕“数字创新赋能 推动非
遗传承与创新”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共同
为数字技术+非遗传承教育拓展更多可能性。活动中，广州车
陂小学校长招浩军、三七互娱妙小程教研负责人郭威、中山大
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广东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部
副主任副编审王亮、南兴合兴堂女子青少年醒狮队教练张哲亮
就非遗传承与数字创新主题进行交流与分享。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佳宁
图/羊城晚报记者 严锦程

荒谷和男

现场香囊制作、五彩编绳快闪体验活动吸引家长孩子齐齐参与

南兴合
兴堂女子青
少年醒狮队
现场献上精
彩醒狮表演

从左起依次为从左起依次为：：主持人孙绮曼主持人孙绮曼，，郭威郭威、、林江林江、、王亮王亮、、招浩军招浩军、、张哲亮张哲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