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气派”通海达陆、融汇古今—

潮声帆影里的粤韵风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喻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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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书馆谈一场“羊城之恋”

广州，一座既静水流深又气象万千的
魅力之都。建城至今两千年，中心未移、
港埠长盛，不同的海陆文明从中原、海外
逶迤而来，在五岭之南一次次交融碰撞，
塑造出独具一格的“广州气派”——不定
一尊的包容、不拘一格的务实、不守一隅
的进取。

时代之潮犹近，桨声帆影已远。广
州，恰如岭南建筑中特有的“满洲窗”——
华美斑斓、折衷中西。打开这扇窗，海与
陆相连，古与今交汇，文与商传承。

千年古都的“容”与“融”

广州之“广”，在其广袤辽阔、海纳百
川，和由此生发出的包容与交融。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被誉为
“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南越
王墓出土了 1000 多件文物，墓葬文化本
身来自中原，但南越王墓既有大量源自中
原、岭南、楚、巴蜀文化元素的器物，又汇
集了来自两河流域的金花泡饰、波斯风格
的银盒和非洲的象牙。”西汉南越王博物
馆黄子立介绍说，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在西
汉南越王墓中一览无余。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秦汉，发
端于广州，而大规模的官方海外贸易始于
南越国。两千多年前，最早接触海洋文明
的广州，已经敞开胸怀，将“兼收并蓄”深
深植入城市基因，逐步奠定在国际文化区
域格局中的特征和地位。

近代以来，“广东大戏”粤剧的兴起与
传继，留下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记。粤剧
原属皮黄系统的剧种，基本曲调是西皮、
二黄，直到清朝末年仍没有鲜明特色，仍
是“南腔北调”。辛亥革命后，粤剧唱腔发
生大变革，它一方面从广东民间曲调吸取
精华，得到丰富和发展，更主要的是从外
省流入的海盐、弋阳、昆山、梆子等诸腔汲
取营养，最终形成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

“南国红豆”。“清朝末年,粤剧曾经一度消
失在演出舞台上,靠着‘十三行’行商沿着

‘海上丝绸之路’在海外传播,粤剧的薪火
得以保存。”在粤剧艺术博物馆，讲解员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如今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大背景下，粤剧在文化交流、文明

互通中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引发沿线国家
民众的文化共鸣”。

市井百态的“实”与“诚”

“广州是控江襟海的大港口，拥有阳
光灿烂的黄金海岸线，万船来埠货如轮
转，有着独特的‘码头文化’。”广东财经大
学教授江冰说，“码头文化本身重义利讲
实惠、习惯快速流动变通，同时也珍视平
凡生活，推崇‘海不扬波’般的淡定。但

‘国际性’让广州人见惯大场面、有了胸襟
与眼界，使这份市井狭促又见几分开阔”。

“食在广州”，粤菜最能体现市井中的
“实”与“诚”。粤菜重食材选择，随四时而
变，烹制过程清中求鲜、淡中求美；食客对
于美食的挑剔，也到了“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的程度——虾饺的褶子有多少条，烧
鹅是不是用荔枝柴烤的，老火靓汤用料够
不够足——骑楼下的广州街坊，舌尖味蕾
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丰富和敏感。

广州人对感官体验与生活质感的追

求，还表现为“爱种花、爱买花、爱赏花”。
“花城”气候温暖宜人，四季都有应节鲜花
盛放。节日插花，春节办迎春花市、“行花
街”是市井习俗。年末的街巷里，花海人
潮十里长，姹紫嫣红如云如霞，蔚为壮观。

广州传统习俗多，人情味浓。九鼎投
资王箐丰认为，广州的城市空间设计便于
出行，十分“近人情”。“对很多城市而言，
城市面积、山川形胜与交通便利之间，似
乎有解不开的矛盾，但广州做到了恰到好
处的兼顾。”王箐丰说。

世界城市的“变”与“进”

“海陆门户”的角色，让广州成为开放
之地、变化之城。原广东省文联主席、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说，近代以来，广
东作为西学东渐的窗口，数度引风气之
先，作为省府的广州，更是引领风气和潮
流的中心。“工业文明很多新的生产生活
方式、思想观念，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同
样首先从这里登岸向内地传播”。

清幽雅致的广州十香园，是“岭南画
派”鼻祖居廉、居巢的故居，也是“岭南画
派”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习画之所。晚
清年间，高剑父在外国古今绘画技巧的启
发下，以“艺术大众化”为目标，针对近代
中国画脱离造型而片面追求“神似”意境
的做法，创造出“意”“匠”合一的“新国
画”，在当时画坛激起巨浪。

改革开放近 40 载，广州始终屹立潮
头。沙面“租界”旁，白天鹅宾馆敢为人先
冲破体制桎梏，为国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
的窗口，也向外国友人展现了中国的社会
新气象。“白天鹅”的诞生与起飞，成为广
州“变”与“进”的缩影。

英国知名城市评级机构发布的 2016
世界城市名册显示，广州被首次列入全球
49 个 Alpha 级城市之一。过去的 10 多年
里，在这个以“高端生产者服务业”供应为
主要排名依据的榜单里，广州一往直前、
勇猛跃进，位次节节攀升。今天，通海达
陆、融汇古今的千年广州，在潮声帆影里
尽展岭南粤韵风华。

在广州图书馆，读者在书架间的座位

上看书。 本报记者 袁 勇摄

“从新兴的国家级铁
路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到广
州市轨道交通产业发展高
地，白云区规划建设的西
部科技走廊从空间布局一
头连着‘一带一路’大市
场，一头是轨道交通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集聚区，未
来打造成千亿级产业的基
础深厚。”广州市白云区国
土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姜莉
日前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兴奋地说。

今年 10 月 26 日，广
州市轨道交通产业联盟暨
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
展基金在广州白云区成
立。白云区分别与广州地
铁集团、广州铁投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
同推进白云区千亿级轨道
交通产业集群发展目标的
实现。据悉，《广州制造
2025战略规划》将广州定
位成为全国重要的高端装
备制造业创新基地，未来
将发力十大重点领域，实
现八项重点任务，其中轨
道交通产业到 2025 年实
现总产值1600亿元。

广州市轨道交通产业
联盟理事长单位代表、广
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丁建隆表示，该联盟将
加大科研创新和产品、服
务集成，提升广州市轨道
交通产业核心竞争力。同
时，依托本地建设项目壮
大本地产业，依托白云区
神山装备制造产业园吸引
更多优势企业入驻，进一
步增强产业整体实力，打造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平台，带
领本地企业积极拓展外部市场。

据悉，新成立的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基金
首期将募资 20亿元，立足广州，面向华南，辐射全国，
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核心，围绕轨道交通产业链上
下游优质潜力项目进行精准投资，培育一批轨道交通
装备系统集成商、智慧运营商，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集成研发基地，助力白云区将轨道
交通产业打造成为广州市新的支柱产业。

“白云区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着华南地区独一无
二的基础条件。目前，广州的国家铁路枢纽布局已形成
以广州站、广州东站、广州南站、佛山西、白云站为主，广
州北站、南沙站、新塘站为辅助的‘五主三辅’客运枢纽
格局；以白云区大田站为一级，石龙、增城西、南沙港为
二级，万顷沙为三级的货运枢纽格局。当前，白云区正
在全力打造的神山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区恰好在这些
枢纽站点的几何中心。”姜莉介绍说，“以铁路交通枢纽
促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是我们的一大比较优势。”

11月22日，投资30多亿元的广州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集中签约。该项目整体位于白云区江高镇，是国家
18个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之一，预计2018年底建成。广
州白云区携手广铁集团通过这一重大项目建设，将把白
云区打造成为国家铁路主枢纽、华南铁路经济中枢以及
亚欧跨境物流贸易支点，形成世界级铁路物流枢纽。

这是姜莉所讲的优势之一，也是广州市白云区借
力“一带一路”机遇，落实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战
略的最新动作。姜莉说，白云区以此为依托，正在布局

“装备制造+技术研发+总部服务、集成展示”轨道交通
全产业链，构筑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地。

记者了解到，在白云区的“1358”发展战略中，“3”
是充分用好航空、交通、科技创新“三大枢纽”；“5”是
推动东、西、南、北、中“五大功能片区”差异化协同发
展；“8”是建设神山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大田铁路经
济产业园等“八大产业园区”，轨道交通产业是贯穿其
中的支柱产业。

眼下，白云区正构建多重战略平台，推动轨道交通
产业集聚发展，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基础和白云西部科
技走廊规划，轨道交通全产业格局初现。规划面积约
3.3平方公里的神山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园，将结合
现有神山工业园和白云电器节能与智能电气产业园，
形成 9.4 平方公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定位为

“轨道装备+智能电器”，重点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高效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智能工业装备制造、新能源和
环保装备制造等新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多重叠加的政策支持，助力轨道交通产业园落
地，白云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科学编制规划，充分
思考城市规划如何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问题，认为发
展轨道交通产业是提高当地人民幸福感的重要举措之
一。白云区将最大化地发挥轨道和铁路站点资源对周
边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带动效应，力争成为国际一流轨
道交通系统服务提供商。”姜莉称。

广州花都区：

高标准建试验区助推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庞彩霞

日前，由广州市国税局、地税局联合
主办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税收政
策研讨会”在广州市花都区举行。会上推
出《服务广州市花都区绿色金融产业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汇编》，共包含 106 条地方
税收优惠政策，将发挥税收力量，助力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这无疑是对广州市花都区发展绿色
金融的重大利好。今年6月14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在广东等 5 个地区建设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6月23日，中国
人民银行等 7部委联合下发《广东省广州
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
案》，明确在广州市花都区率先开展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点。这也是华南地区唯
一一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花都区始终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按照广东省对试

验区的四大定位，突出绿色金融支持绿色
产业发展，高标准推进试验区建设。目
前，花都区出台了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产
业发展的 80 条含金量高、可操作性强的

“1+4”政策文件。花都不仅仅是通过支持
资金扶持和财政投入鼓励绿色产业发展，
吸引优秀金融人才，引进、培育一批绿色
企业，更是高质量、高效率地积极构建公
平、法治、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绿色金融
的集聚效应，助推绿色产业发展。

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集聚发展的效
应已在花都逐步形成。在花都区迎宾大
道中段，距离地铁九号线莲塘站不远处，
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绿色金融创新中心、
绿色金融服务中心三栋现代化的写字楼
并列而立，一条长约600米，建筑面积约8
万平方米的广州绿色金融街已初现雏

形。截至今年 10 月，广州绿色金融街已
引进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广州棕榈盛城
发展投资管理公司等 74家企业。这里将
成为花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一个
重要功能区，吸引各类机构和项目聚集发
展，并通过结合金融、财政、环保等政策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为绿色产业和
绿色项目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此外，花都还在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拓宽绿色企业融资渠道方面，积极
与金融及类金融机构合作。据介绍，目前
广州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已进入实质
性推进阶段，首期计划发行 50亿元，将定
向投放花都区绿色产业项目。花都还与
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合作开展绿色保险
业务，探索在全区推广环境污染强制性责
任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由区财政给
予适当补贴。

记者了解到，花都将加快规划建设，
打造绿色产业示范园区，以服务实体经
济为导向，坚持用园区理念引领绿色产
业集聚发展。如在花都湖南部，计划加
快建设面积约 3000 亩的绿色产业价值
创新园区，通过绿色技术领域的天使、风
投和私募投资基金，推动绿色金融与绿
色科技对接，支持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
科技产业发展，打造绿色科技示范区。
同时，在花都西部将加快规划建设绿色
产业园区，通过绿色金融支持，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和机器人等先进
制造业，加快打造高效、节能、环保的先
进绿色产业示范区。

在试验区建设过程中，花都还将把
风险防范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和改善绿
色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底线。加强与广东省地方金融风
险监测平台的联系，建立实时高效的金
融风险分析及管理信息系统，力争做到
对区内各类绿色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
控，及时发现、化解并处置金融风险；建
立绿色金融风险补偿机制，鼓励金融机
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
绿色保险等业务，切实降低金融机构开
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

白云电器高压电器工业园特高压实验室内景。

张建军摄

广州沙湾舞龙表演。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借书往往是男女恋爱的开始。如钱

钟书所写，“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

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对于每个

想和广州这座城市谈一场恋爱的人来说，

到广州各大图书馆看书、借书，会是一场

“羊城之恋”美好的开始。

广州人爱书，也不停地为这份爱付

出。为了建成一座“图书馆之城”，广州每

年从多方面对图书馆进行投入。2016年，

广州市在公共图书馆建设方面投入经费

3.93亿元，其中购书经费 8693.05万元，人

均购书经费达到6.19元。截至2016年底，

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 122所，注册读者总

计 超 过 220 万 人 次 ，馆 藏 的 总 量 达 到

1871.14万册（件）。

在广州众多图书馆当中，2012年开放

的广州市图书馆新馆最为引人瞩目。新

馆地处珠江新城中心区。图书馆的规划

设计充满现代科技感，与周围的文化建筑

完美融合，这是一个集学习、阅读、信息交

流、文化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载体。

它传承着岭南人历史悠久的读书爱书传

统，也具有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安全

环保等鲜明的时代特色。

走进广州图书馆，你会看到一个别样

的广州。漫步于一排排书架之间，内心会

无比安静。从书架中取下装帧精美的图

书，拿到手上，纸和墨的芬芳散发出来。

走进阅读区，座位已经被读者坐得满满当

当，却出奇地安静，只有书页翻动的声音

最为响亮，如同大海中轻轻的海浪声，此

起彼伏，旋律美妙。读者坐在相距不远的

座椅上，各自徜徉在属于自己的知识海洋

中。此时，一个人热爱求知的美好品性得

以展现，你也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广州的

文化情怀。

无论是从大众的基础图书还是小众

的专业书籍，广州图书馆一应俱全。不

管是想学习一门新语言，或是对哲学历

史有极浓的兴趣，无论是想做一份外出

旅游攻略，还是想自学成为一个“现代

工匠”，这里的书籍都将成为实现目标和

梦想的阶梯。

除了传统的图书借阅和信息咨询等

服务，广州图书馆还努力打造属于读者的

第三空间，通过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为公

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一年当中，广州

所有市、区级图书馆会举办超过5000次公

众活动，参加的读者达到300多万人次。

在这些“羊城学堂”中，你能够听到经

济学者解读经济形势，也可以与外国友人

探讨中外文化交流，或是听文学名家品析

历史名著……在图书馆的展览区，经常可

以看到书画名家的代表作品，也时常能够

观赏到来华展览的国外名作。如果带着

孩子来到这里，也必然在他的童年留下一

份有趣的回忆。在这些公共文化区域，可

以与广州文化内核深入互动，一场美好的

“羊城之恋”也进入了新阶段。

文/袁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