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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敏、实习生谢嘉
祺、通讯员粤卫信报道：立冬来临，天气
渐冷，气候干燥，对身体有哪些影响？近
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岭南时
令与健康”座谈会，组织多名专家对冬季
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科疾病、泌尿系
统问题、儿童常见病等进行了探讨。

“寒冷天气会使血压上升，增加心脏
负荷，这是心梗高发的原因之一。”广东
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大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谭宁介绍，心肌梗死最主要的症
状是胸痛，同时可能出现心悸、乏力、恶
心、呕吐等症状。预防这类疾病，要避免
在寒冷的早晨运动。饮食方面，应多吃
蔬菜水果，控制盐分摄入，减少肥腻高脂
肪食物，可适当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
坚果。同时，要注意防风保暖，戒烟限
酒，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紧张、激动。

干眼症是秋冬季高发的眼部疾病。
“天气干燥是主因，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
性，因内分泌变化，雌激素减少，泪液成
分改变，也易患干眼症。”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主任医师、教授陈伟蓉表示，冬
季还是眼部“中风”的高发季，眼部“中
风”包括动脉和静脉堵塞等情况，其诱发
因素与心肌梗塞类似。如果出现眼睛突
然发黑，几分钟后恢复，或者视野某区域
突然缺失、完全看不见，尤其是有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者，要尽
快就医。

“控制电子屏幕使用时间，避免长时
间躲在被窝玩手机，严格控制美瞳及隐
形眼镜的佩戴时间，中老年人患老花眼
后要及时佩戴老花镜阅读。”陈伟蓉建
议，如果出现干眼症状，可用温度适宜的

温热毛巾敷眼，每次 10分钟左右。适当
补充人工泪液也有助于缓解症状。

记者还从会上了解到，冬季要警惕
“冻”出前列腺疾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
授古迪表示，应对前列腺疾病的首要措
施是防寒保暖，适度运动增加代谢也很
关键。老年人要避免饮用烈酒御寒，因
为烈酒易导致前列腺充血，若本身患有
前列腺疾病，会加重排尿困难等问题。

古迪提醒，对于50岁以上男性，了解
自身前列腺健康状况是预防的关键。在
广东，很多社区医院可免费进行前列腺
特异性抗原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
早治疗。

在冬季科学育儿方面，广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儿童内科门诊专科主任、主任
医师李淑华建议，0-3 岁宝宝宜早睡晚
起。寒流来袭时注意给孩子暖背、肚、脚，
适时添衣，避免过热出汗。饮食以清补为
主，少吃生冷，多吃蔬果补充维生素，可吃
些鸡、鸭、鱼和山药、大枣等食物。孩子要
多运动，如果每天晒太阳不足两小时，需
要常规补充适量的维生素D。

冬季很多人会手脚冰凉，这与阳气
不足有关。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
主任邹旭建议，要根据个人体质，在饮食
上合理科学进补，保持进食的营养均
衡。脾虚气不足者可选择黄芪、淮山、茯
苓、石斛炖品。夜尿多、尿频尿急者可食
用莲子、草果、红枣、陈皮、薏米煮的汤。
但患有冠心病、糖尿病等三高疾病的老
人，要注意食量平衡，确保健康过冬。另
外，睡前泡脚、在白天进行艾灸、按摩等
也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手脚冰凉。

心肌梗死、干眼症、前列腺疾病、手脚冰凉……

立冬后，警惕这些疾病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通讯员广
正发摄影报道：扫一扫，就能解决欠薪难
题，实现“码”上维权。近期，广州根治欠
薪“码”上办小程序正式上线。11月 6日
上午，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组织发起的

“平安广州 有你有我”主题宣传月活动
来到广州天河南步行街，现场举行了根
治欠薪“码”上办小程序上线宣传月启动
仪式。

如何通过小程序维权？记者了解
到，用户只需扫描二维码，按照提示填写
相关信息，如投诉人姓名、欠薪金额、单
位名称等，即可提交欠薪投诉。劳动监
察部门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理投诉请求，
并通过小程序实时更新处理进度，让劳
动者随时随地了解最新动态。

广州市人社局劳动监察监督处副处
长苏向阳表示，“码”上办平台优势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使用更简便，相比其
他的投诉渠道，在这个平台上反映欠薪
问题，只需要简单填写个人信息、投诉对
象和具体问题就可以完成投诉，3分钟内
即可完成全部内容；二是响应更快速，因
为该平台是广州人社部门自行建设，直
接对接到街镇一级劳动监察机构，劳监
人员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欠薪线索，无需

中间转办环节，原则上一个工作日内即
可实现响应；三是治欠效果更明显，自今
年6月启用以来，“码”上办平台累计接收
处理1.7万余条欠薪投诉举报线索，通过
对这个平台的推广，更多的欠薪问题能
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处置、被解决，化解
在萌芽，稳控在属地，防患于未然。

为进一步提高小程序的知晓度和使
用率，广州市人社部门在工业园区、商超
写字楼、建筑工地、人流量密集街道、工
人安全帽等醒目位置张贴小程序“葵花
码”。劳动者扫码提交的诉求，将直达属
地人社部门快速办理。

2 24花地文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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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周欣怡，
通讯员穗文广旅宣报道：11 月 6 日至 7
日，2024 年中国文化馆年会（以下简称

“年会”）在全国最大的文化馆——广州
市文化馆举办。本次年会以“文化馆：人
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组织开展专
题交流、展览、群众文化展演交流、公共
文化设施考察等活动。

2024年恰逢中国文化馆协会成立十
周年。本届年会安排 14场主要活动，包
括 12场专题交流、1场知识比武、1场闭
幕交流，充分展示近年来文化馆行业高
质量发展成果。其中，12场专题交流主
题涉及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群众文化
活动品牌建设、文化馆数智化建设、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等；闭幕交流则以“文化馆
的功能使命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知识
比武围绕“全国文化馆从业者政策法规
知识”展开，全国文化馆行业优秀工作者
代表在此同台竞技。

各专题交流汇聚来自高校、公共文
化机构、文化产业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
馆发展的前沿、热点话题以及各地典型
案例展开深入探讨，为文化馆的“跨界”

“破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扩大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影响力。

除了专题交流活动，本届年会还举

办“风华正茂 向美而行——全国文化馆
行业青少年美育建设成果主题展”“全国
青少年美育示范展演”“匠心融合 文化
有礼——全国文化馆行业文创产品成果
展”等多个主题展览，展现公共文化服务
创新活力。其中，本次年会特别推出“十
年同行 履践致远——中国文化馆协会
10年全国巡展”，全面呈现中国文化馆协
会发展历程。

此外，年会期间还会举办两个展
现岭南文化的展览：“仙工神品——广
州象牙雕刻展”，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
广州牙雕的传承发展历史；“花城百花
开——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展现
广州非遗的整体面貌以及花城千年文
脉。

群众文化展演是本次年会中最为生
动、活泼的一环。开幕式上，歌曲演唱
《群文人》勾勒出一代代群文人，以青春
为笔，书写着以文化润泽民心的不朽篇
章；《英歌魂》《同心结》作为广东群文最
具代表性的顶尖原创作品，向与会代表
展现新时代广州群文创作的风采。年会
期间，主办方举办羊城醒狮魂青少年醒
狮展演、合唱团表演等丰富多彩的群众
文化展演活动，让来宾领略广东群文活
动的活力与魅力。

日前，由羊城晚报报
业集团联合中共深圳市
委宣传部、广州市荔湾区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广东
省作家协会战略支持的
2024 花地文学榜揭晓。
11 月 6 日，2024 花地文
学榜系列活动全面展
开。活动将持续至11日，
为广大市民奉上多彩的
精神盛宴。

2024年中国文化馆年会在穗举办
组织开展专题交流、展览、群众文化展演等活动

2024花地文学榜
系列活动全面展开

文艺青年
寻味岭南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何文涛 孙磊

11 月的岭南秋意正浓，一场文学盛事的启幕，让

本就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湾更添文艺气息。

2024 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11月 6日上午，“揽胜荔湾”文化体验活动在广州荔湾

区举行，10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近

距离体验广彩、点茶等非遗项目，并在荔枝湾乘游船

观光，感悟水乡风情与现代都市的交融。

通过参观和体验，文艺青年们互相交流心得，进一

步加深对岭南文化的认识，并将以此促进各领域的文

化融合创新，触发新的灵感，碰撞出新的火花。

“揽胜荔湾”的第一站，文艺青
年们来到广辉彩瓷艺术研究中心，
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谭广辉的
指引下，他们深入了解广彩作为外
销瓷的辉煌历史及其制作工艺，随
后在瓷胎上进行彩绘，展开自己的
创作。

“原来非遗完全是可感可知可
触摸的，它甚至允许你‘胡来’。”
青年作家宥予在瓷壶上随心所欲
地画了一片墨色树叶，他感慨道，

“以前听到非遗一词感觉既专业
又复杂，今天的体验让我对广州
非遗有了不同的认识，它是允许
人靠近的。”

“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有长久的生
命力，在于它能不能用旧形式对新
内容做出有效反馈。我觉得岭南文
化延续到现在，依旧充满活力。”一
件绘有广州塔的大型广彩瓷盘让青
年作家陈润庭印象深刻，他体会到
岭南古老的非遗技艺依旧保留着能
够反映当下、反映现实的艺术创造
与转化能力。

荔湾舞蹈艺术协会（筹）会长
李灏从小热爱武术，观看广彩师傅
们手拿毛笔进行彩绘的过程后，他
感到“墨在瓷胎上跳动”。“那些颜
料通过师傅们的画笔在瓷器上跳
跃，可以看出他们指尖沉淀的功
夫。”李灏说。

在位于沙面的陶民非遗点茶项
目传承基地，青年作家和艺术家们
在广州茶艺（点茶技艺）传承人黄建
红的引导下，零距离欣赏了苏东坡
笔下的“雪沫乳花浮午盏”——宋代
点茶技艺。只见黄建红用茶筅快速
击打茶汤，茶汤泛泡沫，颜色从翠
绿、奶绿转化为奶白色，最后茶汤逐
渐呈现出雪沫乳花状，吸引了在场
所有青年的目光。

青年作家黄守昙感慨道：“传承
人形容点茶泛起的泡沫如云朵一
般，其实我们青年作家又何尝不是
造云朵的人？青年人还有很多可能
性和创造力，正如茶汤中的云朵一
样，总能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中找到
自己如梦似幻的创造空间。”

体验点茶技艺后，青年作家及艺
术家们前往永庆坊码头乘坐红漆木
栏的古韵游船，在碧波荡漾的荔枝湾
上游览两岸风情。

曾经享有“一湾青水绿，两岸荔
枝红”美誉的荔枝湾，如今经过几代
广州人的打造，好似一条洒落在“西
关”的碧玉链，串起千年广州的历史
文化遗迹。

“广州的秋天真要好好珍惜。”
青年数字媒体艺术家王珏已是第二
次坐船游览荔枝湾，她感慨道，秋日
的广州少了几分夏日的焦灼，微风
拂过带有丝丝凉意，值此佳期再度
游览，看到形态各异的湾涌小桥、两
岸的柳树随风摇曳，便觉得它们也
在殷殷讲述着与岭南文脉紧密相连
的历史故事。

音乐制作人何熙杰在游船过程
中有着独特的感受。“岭南文化的特
性之一在于其市井气息，作为青年创
作者，我也更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
水波声和船桨声相和，透露出岭南生
活优哉游哉的节奏。”何熙杰说。

青年作家和艺术家们谈笑风生，
流连于两岸光景。游船从龙津桥底
穿游而过，便来到了终点荔湾文塔，

塔身不高却古意盎然，塔下碑文刻有
“妙笔生花”，透着文韵与灵气。据民
间传说，文塔供奉着的是文曲星，主
掌文学与艺术的气运，青年作家和艺
术家们与它邂逅，享受着古榕庇荫的
清凉。

青年作家梁宝星来自广东，但从
来没有以游客的身份欣赏岭南文
化。梁宝星说：“这次活动成功地把
我们这群长期生活在广州的人，带到
了‘最广州’的地方。青年人改变原
本的视角，对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化表
达，无论在写作还是绘画、舞蹈、唱歌
方面，都有可能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展
示出新面貌。”

稍作休整，青年作家和艺术家
们来到“揽胜荔湾”的最后一站——
感受广府早茶文化。活动现场的虾
饺制作体验吸引不少青年创作者上
手尝试。中国合唱协会会员顾昕一
边包虾饺一边和记者分享：“我出生
在广州，虽然经常吃虾饺但从来没
有自己包过，第一次知道虾饺的面
皮是用生粉做的。”顾昕表示，岭南
气息已深入她的骨髓，生活本就是
艺术，感激此次活动带给她如此特
别的体验。

零距离体验传统非遗壹

乘游船感受地道老广味贰

文艺创新
青年何为

大湾区青年文艺工作者跨界融合交流活动举行

为繁荣青年文艺创作，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11月6日下午，“文
艺创新，青年何为——大湾区青年文艺工作者跨界融合交流活动”在广州荔
湾区沙面“灯塔空间”举行。这也是2024花地文学榜一项重要活动。

此次活动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广州市荔湾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通
过跨界融合交流，看到不同观念的交锋、不同主张的争辩，激发青年文艺工
作者的创造活力。

在新技术、新潮流不断迭代的当下，如何理解文艺创作中的“跨界融
合”？如何推动文艺创新？青年文艺工作者在沙龙上各陈高见。

“有天我在荔湾沙面散步，抬
头突然看到了建筑物上的‘灯塔’
二字，一种亲切、熟悉感扑面而
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专职编委
陈桥生指出，为发掘有潜力的青年
作家，羊城晚报今年策划了“粤派
评论·现场”青年写作者系列访谈
《到灯塔去》。在 2024 花地文学榜
的系列活动中，羊城晚报和荔湾区
文联又一同邀请系列报道中的主
角青年作家黄守昙、陈润庭、宥予、
梁宝星，以及各位荔湾青年艺术家
们在沙面的灯塔空间相聚，共同走
进文艺创作的灯塔。正是社会、大
众对青年的关注和重视，创造了这
场“美好的偶遇”。

广州市荔湾区文联主席王峥
表示，近年来，荔湾区把加强青年
人才队伍建设、打造文艺新力量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连续打造了
多个形式新颖的新时代文艺创作

“爆款”，“欢迎更多青年文艺工作
者来逛荔湾、谈荔湾，期待在他们
的作品中看到更多荔湾故事、广

州故事。”
难得围坐在一起，来自不同文

艺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围绕对“青年”
身份的理解，结合自身生活经验畅
所欲言。

青年作家陈润庭表示，“青年”
一词的定义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变
更，背后指向的是不断追求革新、活
力的心理认知与自我定位。如何伴
随着躯体逐步衰老而创作出更成
熟、更丰盈的作品，是每位创作者都
应该思考的。

在青年作家黄守昙看来，“青
年”就是还未定型的人，充满好奇心
和挑战欲，暗示着很多可能性，“我
们这一代流行一个词叫‘斜杠青
年’，它代表着单一的标签已经无法
简单归纳‘青年’这个词，我们的艺
术之路还充满变数。”

青年中国画艺术家王楠沂表
示，对艺术创作者而言，“青年”不只
是关于身体的界定，更多是灵感和
激情的代名词，“对我来说，能够保
持创作热情就是青年。”

文化沙龙上，几场表演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荔湾舞蹈艺术协会（筹）会长李
灏、广东广播电视台声动少年导师
李嘉怡携手登台，将岭南醒狮、咏
春与粤剧糅入现代街舞，以精彩的
舞蹈表演诠释文化创新融合。中国
合唱协会会员顾昕现场演唱歌曲
《悠悠的风》，用声音传递温暖的城
市记忆。

音乐制作人何熙杰在原创歌曲
《西关·心潮涌流》中将集市叫卖、地
铁播音及日常俚语收集为音乐元素，
展现西关老城在岁月长河中的历史
心跳与新鲜律动。他表示，创作对他
而言是一种满足，他在作曲过程中会
通过文学、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来创
新艺术语言。

近些年，不同艺术门类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的创作理念持续引领文

艺创新发展。青年数字媒体艺术家
王珏在现场用鲜活的艺术作品诠释
了“跨界”二字。在数字影像沉浸式
作品《荔枝湾八仙》中，她采用点云扫
描技术捕捉场景的三维数据，并把这
些数据转化为生动的视觉效果，将陈
家祠的灰塑艺术与“八仙过海”神话
传说相结合进行了展示。

青年作家梁宝星则提到：“创新
首先需要以旧的事物作为参照，敲碎
其中陈腐落后的部分，然后用自己的
语言重新建构。”

广州市荔湾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振兴表示，所谓的“界”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分工的产物，文艺创作应回
归“无界”状态。作为在广东生活了
十几年的山东人，他切身感受到岭南
文化的包容性，“艺术没有边界，希望
青年艺术家们在生活中发现各行各
业的优势，将其融会贯通。”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何文涛 孙磊 实习生 熊安娜

“青年”是灵感和激情的代名词壹

“跨界”让文艺创作拥有更多可能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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