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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思琦，通
讯员粤应宣、穗应宣摄影报道：
今年6月是全国第23个“安全生
产月”。16 日，由省安委办联合
广州市安委办举办的广东省、广
州市 2024 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在琶洲会展中心启动。活动以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
通生命通道”为主题，大力宣传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和
自救互救知识等，推动“安全生
产月”活动深入开展。

伴随着欢乐的开场节目，此
次安全宣传咨询日启动仪式拉
开帷幕。活动现场，60 余家单
位围绕安全生产法规、消防安
全、道路交通安全、建筑安全、
燃气安全、防灾减灾等内容，设
立咨询摊位，为公众提供咨询
服务。

除了安全宣传咨询区，现场
还设置了体验互动区，每一个互
动摊位前都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 。 记 者 首 先 来 到 了“ 人 气
王”——安全应急绳互动摊位
前，只见一位工作人员热情地讲
解：“我们所学的布林结可谓结
绳之王，宜解宜结，只用一个布
林结，就能应对各种状况。”不少
市民围聚在该摊位四周，听得认
真，人手拿着一条应急绳学习打
绳结。

另一边，心肺复苏和地震斜
楼体验屋的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
家长、孩子的目光。“心肺复苏
时，要留意手臂垂直于胸部按压
区哦。”在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
学中，孩子们纷纷在模型上有模
有样地体验起来。来自朝天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伍茂彤是参与体验
的一员。“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应
急安全类展览，太有趣了！”伍茂
彤兴奋地说。在地震斜楼体验屋
中，他感受到了地震带来的灾
害，并学习了逃生技能；在心肺
复苏体验中，他更是将之前仅仅
是“耳闻”的急救技巧变成了实
操。带着一家人前来参加活动的
市民黄先生同样表示，此次活动
有趣又有“料”，一家人在欢声笑
语中收获满满。

此外，启动仪式当天，2024
年广州国际应急安全博览会（以
下简称“应博会”）同步开展。高
效执行多种应急救援任务的直升
机、短时间排除特殊区域洪涝的

“硬核”装备龙吸水排涝车、能在
复杂环境中灵活运动执行任务的
四足机器人……航空救援装备、
特种救援机械设备等系列应急高
科技集中在应博会亮相。“长见
识了，没想到现在的救援设备这
么先进。”不少前来观展的市民
表示大开眼界。

开馆当天，馆方举办了“黄
埔同学录查询室”揭牌仪式。

“黄埔同学录查询室”数据库首
次上线，可供公开查询。该数
据库由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与
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联合筹
办，是目前国内可公开查询的
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黄埔军
校名录数据库。现已收录包括
黄埔军校校本部、各分校、附设
各训练班、各兵科学校在内的
黄埔军校学员资料超过 17 万
人，支持以姓名、籍贯等各种方
式模糊查询。

“在数据库收录工作中，我
们启用专门的 AI 技术修复团
队，对从前模糊的照片进行修
复，让后代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
们先辈的模样。”关爱抗战老兵
公益基金秘书长罗亚君介绍，目

前该团队通过扫描资料共搜集
到3万张照片，已对其中近1000
张进行了修复处理。

李季平在“黄埔同学录查询
室”数据库逐一查询了其祖父和
几位伯父的姓名。当看到承载
父辈黄埔印记的存证时，他难掩
激动心情。“看到这些资料，我感
觉离我的父辈们距离更近了。
追寻他们百年前求学、投身革命
的足迹，就像与他们进行一种心
灵的沟通。”李季平说。

活动当天，中国邮政《纪念
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纪念邮
票和原地纪念封也正式首发。
该套纪念邮票 1套 2枚，邮票图
案为黄埔军校校本部、孙中山纪
念室和纪念碑。即日起，市民可
前往黄埔军校主题邮局购买主
题纪念邮品。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林清
清，通讯员粤卫信、穗卫健宣报
道：16日上午，省卫生健康委、广
州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 2024
年广东省托育服务宣传月（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启动仪式。

据了解，今年6月份，广东12
个城市的托育机构向婴幼儿家庭
发放“惠民托育券”（以 下 简 称

“托育券”），目前全省已有 7400
多个家庭领取托育券 4.1 万张，
预计活动期间总发放券数将超过
10 万张，最高面额抵扣托育费
2000元。

我国每9个孩子出生，就有1
个在广东；广东每9个孩子出生，
就有 1 个在广州。可以说，广东
0-3 岁的幼儿托育需求十分旺
盛。如何推动形成 5分钟、10分
钟托育服务圈？在活动中，省卫
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广东
正多措并举推动“放心托育，方
便可及”的托育服务。

今年 6 月，广东省婴幼儿照
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倡议，在
省级层面联动12个城市，开展托
育券发放活动。广东省婴幼儿照
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冯荔雯介绍，截至目前，全
省有 12 个地市约 500 家备案托
育机构参与，面向 3 岁以下的婴
幼儿家庭发放托育券。

据记者了解，托育券分为体
验券和消费券两种类型。其中体
验券提供 5 至 10 天的免费体验
机会，让更多家长认识和了解托
育机构；消费券面值分为500元、
1000元、1500元和2000元，家长
可在报全日托或半日托时直接抵
扣同等金额。

“全省12城市联合发放托育

券，是全国首次。活动开始后的
前 12 天，全省已有 7400 多个家
庭领取托育券 4.1 万张，预计活
动期间总发放券数将超过 10 万
张，”冯荔雯说，“许多家长领取
消费券后，选择5-10分钟生活圈
内的托育机构进行核销体验或报
名入托。需要提醒的是，托育券
领取后的有效期限为60天。”

托育机构的保育师、育婴员是
否能把孩子照护得好？这是很多
新手爸妈的顾虑之一。对此，全省
实施了育儿领域民生工程五年行
动计划，省级财政计划投入3.86亿
元重点支持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
心和县级示范托育机构建设（省市
县三级投入超 10 亿元），打造覆盖
全省的普惠托育服务指导体系。

有了样板，就有示范引领的
动力。据介绍，全省首批已经创
建 66 家示范性托育机构，广州、
珠海获评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
服务示范城市，深圳市宝安区妇
幼保健院等9家单位获评为全国
爱心托育用人单位。2023年广州
市获评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
务示范城市，2024年作为全省唯
一城市，成功入选国家普惠托育
服务示范发展项目。目前广州有
17家托育机构获评广东省示范性
托育机构，示范数量居全省（66
家）首位，占全省四分之一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儿童保健部副部长、广
州市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指
导中心主任胡艳介绍，广州市托
育综合服务中心预计明年建成。

“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计划建设
托位60个，从建设标准到婴幼儿
的照护，它将为全市托育机构打
造一个示范和样板。”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
讯员粤交集宣、金匡异、张立希报
道：“书卷”形坡屋顶、新中式风
格“明月”中庭、“岭南第一名
相”张九龄雕像……一步一景，
尽显岭南文化的特有风度。16
日上午，随着武深高速公路始
兴联络线正式开通，广东首个
以人名命名的高速服务区、广
东首个主动建设的单侧设置、

“潮汐式”服务区——九龄服务
区同步开门迎客。

翻开《唐诗三百首》，开篇能
看到广东韶关人张九龄《感遇》组
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更
是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佳句。

九龄服务区位于广东省韶关
市始兴县，正是张九龄的故乡。
为助力地方旅游文化品牌建设，
建设者以“九龄”命名，其中宰相
雕像和他的千古名篇是该服务区
独具人文特色的景观之一，也成
为了“九龄故里”新地标。

始兴县的宰相粉制作技艺
和“张九龄传说”是广东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宰相粉已有
一千多年历史，被称为“世界上
最早的方便面”。为契合九龄服
务区文化主题，服务楼还设置文
创专区、文化墙等，并通过创意

小品、宰相粉制作工艺微缩模
型、互动终端机等，展现宰相粉
制作全过程。

在服务区内的永久特色农
产品展销专区，不仅有“C 位美
食”宰相粉，还有瑶绣、畲绣、澄
江黄酒等非遗产品。

作为广东首个主动建设的
单侧设置、“潮汐式”服务区，九
龄服务区另一大亮点是采用“双
首层”服务楼形式，服务区外观
类似广州、深圳等大都市商业综
合体的“迷你版”，不仅颜值高，

还高效实用。
其中，双向交通流可共享服

务楼的商业配套与服务设施，项
目还建设了供当地村民步行上
下进入服务区的专门通道。而
通过在南北场区之间设置足够
宽度的连接道路，采取智能交通
指引及物理隔离，可在高峰时段
将车流引至另一侧场区，实现停
车位、加油站、充电桩等设施利
用的最大化，停车位最多可达
1033个，可化解重大节假日拥堵
和“车位难求”的难题。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
通讯员粤交综、粤交集宣报道：
16 日，武深高速公路始兴联络
线（以下简称“武深联络线”）建
成通车。

武深联络线位于韶关市始
兴县，全长约 30 公里。新高速
的开通实现了武深高速、南韶高
速两条南北大动脉的横向连
通。项目开通后，深圳往返赣州
单程可节约40公里车程。

行驶在武深联络线上，一
路相伴的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的绿色景观。据项目负责人介
绍，武深联络线始终坚持生态

资源“全平衡”建设理念，多措
并举全力打造生态和谐、低碳
环保的山区绿美公路样板工
程 ，实 现 可 视 范 围“ 全 面 覆
绿”。除在通车前实现沿线覆
绿 100%，在正式开通时，沿线
绿植通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和养
护，已初步形成“一步一景”的
生态绿美公路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荷花特
长隧道开挖掘进时，将超过 55
万吨的隧道开挖的碎石洞渣“变
废为宝”，陆续用于机制砂及水
泥混凝土的生产，为工程建设节
约大量成本。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重新开馆
“黄埔同学录查询室”数据库首次上线

《黄埔军人》高清版在中山纪念堂首映

600余位观众共赴“黄埔之约”

广东首个以人名命名的高速服务区开门迎客

九龄服务区有何“风度”？

16日，正值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之际，黄
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重新开馆。经修缮提升后，
该馆通过“历史实物+多媒体还原”等形式，带
领观众沉浸式体验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从
今日起，该馆全面对游客恢复正常开放，游客
可提前通过“辛亥黄埔参观预约”微信小程序
进行实名制预约。

羊城晚报记者 卢佳圳 梁善茵 黄宙辉

全新策划布展的“国共合作
的不朽丰碑——大革命中的黄
埔军校（1924-1927）”校史展，通
过300余张历史图片，以“历史实
物+多媒体还原”的形式，呈现
了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历
史。展览分为“国共合作 黄埔
创校”“能文能武 军政兼备”“东
征北伐 威名远扬”“英杰辈出
丰碑永存”4个部分，共展出170
件套展品。除馆藏的 82 件套
外，其余均为来自全国 20 个单
位、黄埔后人及藏家的藏品。其
中，6张不同时期黄埔军校学生
的毕业证书，更是格外引人驻
足。在当天的开馆活动中，黄埔
军校旧址纪念馆为捐赠者颁发
了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特别证书。

黄埔军校一期生傅正模后
人傅克刚捐赠了其父亲使用过

的墨盒。“这个墨盒上写着‘保持
过去之光荣历史’9 个字，是我
父亲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镌刻的，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
民族解放事业。”傅克刚表示，父
亲最初是中国同盟会成员，抱着
一腔热血来到黄埔军校，传承黄
埔精神。“我们把父亲的墨盒捐
赠出来，希望肩负起传承父辈爱
国精神的责任，为民族复兴作出
自己的贡献。”傅克刚说。

“我的祖父李烈钧早年加入
中国同盟会，曾在辛亥革命中参
与策动海军起义。我的多位伯父
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在我祖父
的影响下投身革命道路。”李烈钧
之孙李季平认为，每个时代对黄
埔精神的传承各有特点，但这种
精神背后蕴含的爱国核心价值，
在任何时代都有其积极意义。

提升后重新亮相的校本部
复原陈列，根据在军校工作学习
过的师生、夫役等人的日记、书
信、回忆录和其他相关影像、图
片和文书类资料，重现了政治
部、官长饭厅（大会议室）、教授
部、顾问室、入伍生部、自习室、
学生宿舍、教练部、战术总教官
室等20余个场景空间。教室里
的课桌、办公桌上的报纸文件、
学生宿舍中叠着“豆腐块”被子
的床铺……都高度还原了黄埔
军校校本部师生学习和训练的
场景。

而首次以场景复原面貌迎
客的黄埔军校俱乐部，非常值得

一看。黄埔军校俱乐部建于
1926 年，是军校规模最大的单
体建筑，用于举办大型会议、活
动，同时也是师生娱乐放松的场
所。1938 年日军飞机轰炸黄埔
军校时，俱乐部楼房多处被炸
毁，但并未像校本部那样被夷为
平地。因此，它成为了黄埔军校
旧址中最具有历史价值的遗留
建筑之一。

辛亥革命纪念馆（黄埔军校
旧址纪念馆）馆长欧阳旦霓介
绍，此次修缮复原了“阅览室”

“音乐室”“弹子游艺室”“化妆
室”，立体细致展现了军校师生
在军事训练课程之余的生活。

呈现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历史A

黄埔军校俱乐部原状陈列首次亮相B

数据库收录逾17万名军校学员资料C

黄埔军校同学名录 李剑锋 摄提升后的黄埔军校校本部复原陈列 李剑锋 摄

观众参观“国共合作的不朽丰碑——大革命中的黄埔军校（1924-1927）”校史展 李剑锋 摄

武深高速始兴联络线通车
赣州至深圳可节约40公里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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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龄服务区航拍图 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摄

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市民直呼：有趣又有“料”

全省12城
将发放托育券超10万张

最高面额抵扣托育费2000元

小学生们现场学习急救知识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黎存根、刘
畅报道：16 日，由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广东省乡村旅游协
会承办的2024年“万名港澳青少
年赴广东研学游”活动启动仪式
在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活动现
场宣布《2024 年“万名港澳青少
年赴广东研学游”活动补贴细
则》，补贴总金额为 100 万元，补
贴总人数为1万人。

首批参与研学游活动的近百
名港澳青少年来到现场看舞狮、
粤剧、蔡李佛拳等非遗表演，还详
细参观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近距离感受岭南文化的魅力。
《2024 年“万名港澳青少年

赴广东研学游”活动补贴细则》鼓
励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广东研学游
学。补贴总金额为 100 万元，补
贴总人数为 1 万人，省内依法依
规设立、经营的境内组团机构开
展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少年研学活
动后即可依规申报补贴。

启动仪式上同步推荐了“文
博艺术游”“海丝探秘游”“欢乐
海岛游”“生态康养游”“工业研
学游”“科技创新游”等十条主题
精品线路，涵盖广州、珠海、佛山
等市景区。

补贴百万元
鼓励港澳青少年赴粤研学游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牧报
道：16日下午，600余位来自粤港
澳大湾区的黄埔军校后代及从各
地赶来、有着黄埔情怀的观众们，
齐聚广州中山纪念堂，共赴一场
时隔 23 年的“黄埔之约”：电影
《黄埔军人》高清版首映式。

这部于 2001 年在中山纪
念堂首映的影片，时隔 23 年，
在黄埔军校百年华诞之际，以
高清版本再次登上中山纪念堂
的大银幕，继续讲述献身黄埔
的年轻军人们富有理想与激情
的爱国故事，书写一曲曲气壮
山河的英雄赞歌。

黄埔精神永不褪色

《黄埔军人》以孙中山联俄
联共创建新型现代军校以及东
征、北伐为背景，塑造了一批富
有理想与激情、信仰和毅力、有
血有肉的年轻军人的鲜明形
象。电影不仅因其深刻的历史
意义和教育价值成为了中国战
争电影的经典之作，当年更是
一举斩获好莱坞国际电影电视
节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音
乐和“杰出电影成就奖”等 4 项
大奖。如今，它再一次以大场
面和精湛的制作赢得了观众的

赞誉。
“大家好，我们要继承和发

扬黄埔精神！”首映式上，116
岁高龄的黄埔军人、老红军、曾
任朱德元帅文书的袁存建老先
生亲临现场。他话音刚落，全
场观众起立，掌声雷动。老人
前一晚特意从北京赶来广州，
并为首映式送上亲手书写的墨
宝，让黄埔精神的光芒得以再
次穿越时空。

随后，国家一级演员李仁
义、蔡其平、孙洪涛，以及中国广
播电视金话筒金奖得主王非等
十多位演艺界人士汇聚一堂，共
同演绎音诗画《百年黄埔情》。

主创团队分享心得

影片放映后，导演宁海强
与主演颜丹晨、刘之冰、郭伟
华、孙洪涛、王强、孙维民、赵
晓明、宋运成等人走上舞台，他
们的身影与影片中青年英雄们
逐渐交叠，也与 23 年前的自己

“重逢”。他们分享了拍摄电影
《黄埔军人》的点滴心得，讲述
如何在光影的世界里捕捉历史
的脉络，如何赋予角色以生命，
使之跃然银幕之上。

“这是我拍摄的第一部战

争题材的电影，对于我而言是
一次精神上的洗礼。”颜丹晨回
忆道，彼时她刚毕业不久，拍摄
不仅要军训、蹚河、上云梯，还
要经历地动山摇的爆炸场景，

“我们拍戏还只是追求真实的
感觉，而当年这群意气风发的
热血青年们，则是真的拿命去
拼。我们如今能有这么好的生
活，真的是要感恩。”

演员何政军讲述道，24 年
前，剧组成员历经数月、转战南
北，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
难，“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经历
了很多的危险，比如说刘之冰、
宋运成因为拍战争场面被炸伤
了，今天想起来，能够在宁海强
导演带领下完成创作，令我们
终生难忘。我们也希望全国观
众能够走进影院来支持我们的
电影。”

“黄埔军人当年担当、勇敢
的精神是非常值得传承和赞扬
的。”观众邓姐的外祖父是黄埔
军校二期的学员，她怀着无比
期待的心情专程从深圳赶来广
州观影。在她看来，《黄埔军
人》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
历史，“我们希望黄埔精神能够
得到传承，为新一代青年人带
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