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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8月 12日，2022-2023
年梅州市足球联赛暨“体总杯”中国城市
足球联赛选拔赛在梅州五华横陂足球小
镇圆满收官，广东省体育局、梅州市委市
政府、梅州市体育局领导参加颁奖仪式。

经裁判长现场宣布，湖北足协获青
年组第一名，梅县区获成年组第一名；梅
州客家获青年组第二名，兴宁市获成年
组第二名；福建篮排中心获青年组第三
名，蕉岭县获成年组第三名。

据了解，此次 2022-2023 年梅州市
足球联赛暨“体总杯”中国城市足球联赛
选拔赛为期5天，共31场比赛。设有青
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有14支队伍，
300多名运动员参加。

其中，成年组有6支队伍，由梅州各
县（市、区）派代表队参赛。青年组比赛
则由来自不同省、市的 8支城市代表队
之间进行，分别为北京足协、上海市杨浦
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浙江职业足球
俱乐部、湖北足协星辉青训学院、福建省
篮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江西省赣州市代
表队以及梅州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和梅
州客家足球俱乐部两支代表队。该组比
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
单循环赛出各小组名次，第二阶段采用
交叉淘汰赛决出最终排名。

此次赛事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竞赛
委员会、广东省体育总会指导，梅州市体
育局、梅州市体育总会主办，梅州市足球

运动中心、梅州市足球协会承办。
据悉，“体总杯”中国城市足球联赛

是三大球竞赛体系中新增设的国家级
赛事，打开了城市走向全运会的通道，
是国家深化全运会三大球竞赛改革的
具体举措。

梅州是“体总杯”中国城市足球联赛
样板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十四五”期间
第二批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近年
来，梅州抢抓足球改革发展机遇，率先提
出振兴足球发展十年规划，围绕足球发
展中心工作，大力开展青苗青训“双青”
工程，深化体教社融合，积极构建和完善
足球赛事竞赛体系等，形成了独具梅州
特色的足球改革经验和模式。（赖嘉华）

梅州市足球联赛
暨“体总杯”中国城市足球联赛选拔赛收官

日前，“多巴胺”
一词在网络上火热兴
起，多巴胺穿搭、多巴
胺色彩……纷纷进入
大众的视野。“多巴
胺”本身是一种神经
递质，当一个人感受
到快乐时，大脑就会
释放出来的一种神经
递质，随之点亮美好
心情。在城市中，同
样有着令人快乐的
“多巴胺搭配”。进入
夏季，汕头的城市色
彩便格外分明。蓝天
白云下，火热的鲜红、
舒适的翠绿、治愈的
粉 嫩 、夺 目 的 深 蓝
……城市人文与地理
交汇而成的色彩总能
让人心生愉悦。

“多巴胺”给生活
带来了全新创意，汕
头以优越的地理位
置、丰厚的文化底蕴，
在这个漫长的夏季中
呈现热烈耀眼的色
彩，为城市中的人们
增添一抹舒适与光
彩。连日来，羊城晚
报记者走过汕头的各
个地标、景点，在镜头
和文字中，发现城市
的“多巴胺”……

在汕头内海湾出海口，有一座
岛屿被深蓝色的海洋环抱着。一望
无际的海面映照出湛蓝的天空，汕
头海湾大桥从岛上穿越而过。主打

“海岛蓝”的妈屿岛，不仅有碧海蓝
天，还有人文历史，更是避暑旅游的
绝佳去处。

踏上妈屿岛，随处可见的是通
透、澄净的蓝色。白云在如洗的碧
空中飘荡，蓝天下，这座精致的小岛
被湛蓝的海水包围。在岛上，建筑
以象征着海洋的蓝白为底色，绘画
着出海捕鱼与丰收而归的渔民、栩
栩如生的海洋生物和新鲜美味的海
岛美食，无不呈现出潮汕海岛风情。

沙滩上，一个个深蓝色的露营
伞下坐满了游客，望着阵阵温柔的
海浪发出感叹。孩子们或蹲坐在柔
软的沙滩上尽情玩耍，或在海湾里
玩水游泳。情侣们背朝蔚蓝的大海
记录下甜蜜的瞬间。白天，碧海蓝

天与多彩花卉相映成趣；晚上，海岛
餐厅与游客烧烤娱乐区灯火常明。

“在妈屿岛散步，感受阵阵的海
风，看着清澈的天空和大海，感觉清
新又舒服。”市民郑先生告诉记者，
妈屿岛是一座有着独特风情的岛
屿，自己常常与家人过来烧烤喝茶、
欣赏日出日落，十分惬意。

目前，妈屿岛作为常驻大众社
交软件汕头热门景区榜单前五的景
点，又是汕头打造海岛休闲度假文
化的文旅发展代表之一，逐渐得到
广大游客的青睐。在碧蓝内海湾之
中静静守候的美丽小岛，已成为充
满潮汕生活气息的旅游门户。

作为一座海滨城市，妈屿岛仅是
汕头滨海旅游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汕头滨海旅游如火如荼，北山湾、东
海岸、南滨公园、南澳岛……一众亲
水、观海的景点，将湛蓝海水的蓝色
铺在了人们心头。

夏天的鮀城，目光所及尽是绿
意盎然。雨后初晴的午后，中山公
园绿意涌动，其中蕴藏的“绿色多巴
胺”逐渐铺满双眼。月眉河畔树木
葱茏，阳光下，一河绿水波光粼粼。
堤上，有几人纳凉闲坐，好不惬意。

步入中山公园，孙中山先生的
雕像矗立在主干道上，两边的木棉
树枝繁叶茂。不同深浅明暗的绿色
映衬于雕像之上，一幅生机勃勃的
精美画卷便在眼前构成。

林荫道上，游人如织，三五好友
漫步着，享受着清新的空气和宜人
的风景。游客们走走停停，累了就
在路边的石凳歇歇脚、喘口气、聊会
天。零星分散着的几个小石桌旁，
大爷们围坐在一起，或是打扑克，或
是下象棋，“战况”正酣，引得围观的
游客也全神贯注。玉鉴湖边，微风
习习，几只游船荡漾在柔波里，湖上
不时飞过几只小鸟，与游船相映成

趣。草地上，有家长和小孩打
起了羽毛球，一旁的平地上，一

个男孩正在练习轮滑。在闲

适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下，市民游客
们享受“多巴胺”带来的快乐。

“我从小就经常来中山公园，这
边园林风景美丽，九曲桥是我童年
的回忆，走过九曲桥，能看到桥下的
鱼儿在游；还有假山群后面的动物
园，这些都让我流连忘返。”市民郭
女士说，中山公园历史悠久，承载着
许多汕头人儿时的回忆，如今，公园
不断提升颜值，为市民提供了丰富
而舒适的享绿体验。

中山公园是“绿美汕头”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汕头以“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为目标，持续推进打造
高颜值“花园城市”。据相关资料显
示，截至今年4月，汕头城区绿化覆
盖率为 43.29%，城区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2.25平方米，汕头绿道总
长度达到287.37公里，城乡居民每万
人拥有的绿道长度达到0.52公里。

推窗见绿，开门享绿，生活在
“国家森林城市”之一的汕头，市民
不仅能随时随地享受“绿色多巴
胺”，更能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白+黑”精彩活动
掀起“波浪式热潮”

抓住暑期尾巴
玩转多元汕头

约会一夏、玩美汕头，当前暑期接近尾声，
汕头文旅热度未降反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龙湖区周末专场”节目精彩纷呈，既有非遗专
场、又有文化夜市，从白天到黑夜持续掀起文旅

“波浪式热潮”，成为汕头探索文化商旅新业
态、新模式，营造文明、和谐、快乐假日氛围的
一个生动缩影。而市民游客也紧紧抓住暑期的
尾巴，“玩转汕头”的激情丝毫不减，在精彩活
动中尽情感受浓厚多元的汕头文化。

“白+黑”精彩活动玩转汕头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大美龙湖，非遗添

彩”——非遗人才市集（龙湖专场）在汕头市小
公园国平路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街心举办，龙
湖区非遗传承人与工艺美术大师齐聚一堂。

艳阳高照，骑楼林立，遮蔽出了这一处阴凉
地，许多摊位还未布置好，便已吸引了众多游
客。记者沿街漫步，潮汕古建筑营造、印章镌
刻、匾额书法雕刻等精美工艺品映入眼帘，剪
纸、钩花、茶艺等潮汕非遗民俗展示吸引眼球，
精彩纷呈。

市民游客纷纷拍照打卡，一边欣赏精妙的技
艺，一边聆听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讲解其
背后的工艺奥妙和文化内涵。剪纸摊前，许多小
朋友拿起剪刀和画好图案的纸张，体验剪纸的乐
趣。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剪纸的技巧。

“孩子对剪纸比较感兴趣，走到这里就不舍
得离开。”湖北游客曹女士告诉记者，能够在这
里一站式打卡、体验潮汕非遗文化，十分幸运，
这既展示了汕头迎客待客的热情，也展现了汕
头非遗文化的活力。

夜幕降临，市民游客“玩转汕头”的激情却
丝毫不减，在汕头万象城门口，一场“商圈里的
文化夜市”又继续掀起另一高潮。

非遗、文创、文艺融合……在夜间的商圈
中，年轻的活力尽情释放，记者在文化夜市现场
看到，潮汕通花、沉香制作技艺、潮汕功夫茶具
研究所、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潮汕盔头制作技
艺、如潮文创等约 30 家商家参加本次活动，摊
位上摆满了各式具有潮汕特色的物件；舞台上，
潮籍大学生表演献唱、尽展风采，将现场氛围进
一步点燃。

据了解，这是2023“夏一站，Dating龙湖”暑
期旅游研学系列活动的第二场。“我们通过搭建
非遗文化的展示平台，传播非遗产品，让大家更
了解潮汕传统文化，让文化和生活联系更加紧
密，同时也希望打造商圈的夜经济。”龙湖区委
宣传部旅游股股长周壮亮介绍道。

文旅新模式盘活硬软件资源
白天“非遗专场”、夜晚“文化夜市”，这个

暑期的汕头，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之间碰撞出文
旅新火花，在龙湖周末专场上就可见一斑。

作为汕头经济特区发祥地，龙湖区有着丰富
的文旅资源。硬件上，龙湖区既有潮流商圈，又有
自然乡村、海滨岛屿；软件上，龙湖区有着深厚的
非遗文化底蕴，据悉，该区现有非遗项目区级14
个、市级11个、省级4个、国家级1个；非遗项目
传承人区级18人、市级9人、省级3人。

在这个暑期，以2023“夏一站，Dating龙湖”
为主题的暑期旅游研学系列活动已经举办了两
场，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热情参与，首场活动

“我们一起露营吧”亲子露营狂欢节中，50 个公
益露营名额在短短一小时内被一抢而空。此外，
十一合艺术村和妈屿岛两大特色景点也依旧是
人气高涨的网红打卡点，创意十足的3D墙画、清
新自然的海岛风情，打造汕头文旅的金字招牌。

记者从龙湖区委宣传部获悉，该区围绕暑
期、亲子、研学、乐园、演出、草地等文旅热点，
着力挖掘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培育文商旅新业
态、新模式，提供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
化供给。接下来，龙湖区还将继续开展2023“夏
一站，Dating 龙湖”遇见音乐和“小导游带你游
书斋——古书斋里的文化传承”书香文化节等
系列研学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呈现旅游资源背
后的文化资源、文化符号、文化故事，擦亮龙湖
文旅品牌，讲述新时代的龙湖文旅故事，让市民
游客领略古韵底色和创新活力。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实习生 廖晞冕 陈洁鑫 通讯员 金怀宇 李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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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城市的“蓝”漫——妈屿岛上见湛蓝

森林城市的绿意——中山公园享绿美

A

B
“粉嫩”中的幸福——红桃粿中见精妙E

俗话说“潮汕人，尚食粿”。
粿，是潮汕颇具传统代表意义的
美食，其颜色粉嫩，形状呈桃形，
表皮软糯，内里糯米香十足。凭
借独特的口感与其中丰富的内
涵，“红桃粿”成为了潮汕人记忆
里最深刻的家乡味道，也是无数
游子魂牵梦萦的乡愁所在。

当一屉屉红桃粿在灶上蒸熟
出炉，独特的粿香、丰富的米香混
合着“粉色多巴胺”跳动而来——

那便是幸福的感觉。
在汕头老潮兴粿品店，我们

见到了老潮兴创始人、潮式粿品
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郑少
君，在其介绍下，充满“粉色多巴
胺”的潮汕传统美食，灵动地呈现
眼前。

郑少君介绍：“潮汕的粿品，
往往寄予了好意头。红桃粿被
染成红色，代表生活红红火火，
也代表长寿和吉祥如意，潮汕人
民逢年过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摆上红桃粿。”而这一意义非凡
的巴掌大粿品在制作时也是有着
精妙的工艺。

红桃粿的馅料非常丰富，包
括但不局限于糯米、香菇、虾米、
花生仁、生蒜、干贝、腊肠……馅
料丰富因地制宜。而红桃粿的粿
皮多数用料则是淀粉、薯粉等，慢

慢加入开水后不断用力揉搓后加
入染色用的火龙果汁或红萝卜汁，
直到面团有弹性且颜色均匀，标志
着软糯又有韧性的粿皮制作完
毕。将包成的粿团扣在具有浓厚
潮汕特色的“粿印”中，为表面“镌
刻”上吉祥、健康的寓意。最后上
蒸笼蒸熟，独属于潮汕人记忆中的
味道随着亮眼的色彩扑面而来。

据介绍，“老潮兴”在被评为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
积极探索现代制作手法，致力于创
新和推广正宗的潮汕粿品。郑少
君在谈及红桃粿技艺的传承时提
到，老潮兴曾举办过线上制作互动
教学，教泰国的学生制作红桃粿，
也经常走进汕头市区多个学校为
学生讲解红桃粿的技艺与寓意，力
图将这项独属于潮汕的传统技艺
推广和传播到年轻人身边。

英雄城市的火红——革命旧址延续精神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在夕
阳笼罩下的广场轮渡中，市民游
客面朝大海，拥抱汕头的“橙色多
巴胺”。

傍晚时分，跟随人潮涌入广
场轮渡，任海风拂面，赏落日余
晖。记录下滨海城市的美好一
幕——夕阳将轮渡、海面与天
边一同染出橙色，地平线上是
橘红渐染的美妙画卷，而倒映
在海中的橙色宛如游鱼，翻腾
出橙黄色的鳞光。小小轮渡，
承载的是独属于汕头的浪漫与
情调。

黄昏是缓缓的航线，记忆乘
着“橙色多巴胺”归来。在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航行中，一声声汽
笛声早已成为烙印在许多老汕头
人心中温暖的城市记忆。随着近
年来广场轮渡重新起航，功能早
已超越了过去简单的交通通行。
广场轮渡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起

航，拥抱汕头的一湾两岸。
伴随人潮与车流的涌动，橙

黄色的都市日落治愈着每位慕名
前来的游客。每天，一批批天南
海北的游客登上轮渡，尽情拥抱
夕阳。海与船、岸与桥，皆被温暖

的橙黄铺满。披着明艳、轻盈的
晚霞，游人尽兴而归。

“广场轮渡是我们在汕头的
最后一站，这里的落日给我们的
旅行画下了美好的句点。”来自江
苏的马女士对记者说道。

C

一湾两岸的橙光——轮渡上拥抱夕阳D

如果说，湛蓝与绿美是这座
海滨城市的底色，那么其中蕴藏
的火红便是其不可缺少的基因。
坐拥多处红色革命遗址的汕头，
目光所及，皆是筚路蓝缕、不忘初
心的火红。一个个红色教育基
地，描绘着城市的“红色景象”，令
人心潮澎湃。

在汕头老区内，有一抹醒目
的红色。步入中央红色交通线旧
址，一块大牌匾映入眼帘，牌匾上
讲述了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历史意
义。通过荧屏和沙盘，可以鲜明
了解到交通站建立的背景以及当
年的红色交通线。在交通站内，
历史留存的实物和影像资源把观

者带回激荡的革命年代，保存完
好的场景模拟再现了华富电料公
司的红色革命工作以及英雄先辈
的卓越贡献。

“汕头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很
好，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沉淀，
还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含义，怪不
得汕头越来越受欢迎。”来自肇庆
的侯女士和梁女士因为观看了电
影《暴风》而专门到红色交通站打
卡，“电影可以给一个城市的各个
景点增加吸引力”。

离开红色交通站，前往汕头
市东征军革命史迹陈列馆，军装、
电话、文件……在这里，东征军人
的奋战历史再次震撼人心。“在馆

中，近距离看到很多展品都感觉
非常的震撼，能够学习历史，加深
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
馆内志愿者，汕头市第二中学的
沈同学与朋友说道。

据悉，汕头红色旅游资源丰
富 ，拥 有 众 多 红 色 旅 游 景 点 。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
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建党百年
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汕头市
侨批文物馆、开埠文化陈列馆、潮
南区仙城镇波溪村三处红色遗址
就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
精品线路”中的“体验脱贫成就、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线路。

在轮渡上可以尽享橙黄色的都市日落 蔡嘉鸿 摄

颜色诱人的红桃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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