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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徐金鹏、周强、周颖

南国冬暖，广州城内仍是一片郁郁葱葱。
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目标，广州以深

化改革开放为根本路径奋力前行。如今，“微
改造”遍地开花让老城留下了记忆，营商环境
的不断完善让中小企业能办大事，科创赋能
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千年商都正焕发青
春活力。

“微改造”让老城处处都有

“永庆坊”

永庆坊又有了新变化。
“改造升级一年多，永庆坊变得更大、更

有活力了。”广州万科副总经理喻敏锋说。
永庆坊位于广州老城区恩宁路历史文化

街区，曾是一片破败的危房社区，2016 年广
州以修旧如旧的理念对其进行改造，保留了
历史风貌，导入了新兴产业。如今，比一期大
10 倍的二期示范段已经向公众开放，成为游
客争相“打卡点”。

当下，从老旧居住小区，到物流园、工业
园，再到旧城、旧厂、旧村改造，广州“老城”掀
起了一股更新热潮。一年来，“微改造”犹如
能工巧匠，为破败的园区注入了新的功能和

产业。
唯品同创汇产业园，建筑色彩明快，业

态新颖。一年前，园区因火灾事故频发成为
重点整治区域。运营方同创集团副总经理
黄尚斌说，建筑抽疏，空间再优化，村级工业
园已成为集文创、服装设计为一体的现代化
园区。

“城市老了免不了要修修补补、更新换
代。”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王焕清说，“‘绣花
功夫’让老城处处都有‘永庆坊’，成为广州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的重要载体。”

营商环境优化助力中小科创

企业“办大事”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八个红色大字
就张贴在广州开发区展馆入口处。

一年多来，广州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为
总抓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中小企业
“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发展态势。

水电气接入一直是营商环境各个指标
中企业和群众投诉最多的。广州对照世行
标准，对重点领域开展“攻坚战”。广州市发
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韩涛说：“广州营
商环境主要指标大幅改善，接电速度、接电
成本和供电可靠性等 3 个电力指标领先国

际。”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广州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冼银崧说，“我们的政策导向就是要
培养中小企业办大事的能力，构建让中小企
业专心办大事的环境。”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截至今年 9
月末，广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已达 214 万户，
同比增长 13 . 1%。广州禾信仪器公司已成
长为全国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
筹划科创板上市之路，创始人周振说：“不断
深化的放管服改革让我们心无旁骛创新创
造，小产品也能有大市场。”

“出新出彩”为老城注入不竭活力

今年 10 月，广东省委出台决定，表示把
支持广州“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紧密结合起来，以同等力度来实施。

“四个出新出彩”，是中央赋予广州的重
要任务，包含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
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四个
方面。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胡刚说：“广深双
轮驱动曾带动珠三角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壮
大，如今让广深在粤港澳大湾区增强‘双核联
动’将让珠三角再一次腾飞。”

一年多来，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格局不
断优化，城市综合能级不断提升。今年前三
季度，广州 GDP 增速领跑一线城市，达
6 . 9%。广州市工信局副局长张建华说：“广
州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两条腿走路，形成
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新
格局，增强了中心城市对外辐射力。”

一年多来，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不断
增强。“一口通商”的历史地位成就了广州千
年商都的美誉，也给广州带来了浮萍式的“铺
面经济”，留下了上千个低端专业市场。如
今，这些曾以现金现货交易为特征的传统批
发市场开始向以品牌展示、场内订货、场外配
货为特征的展贸综合体转变。

一年多来，广州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提升。
广州谋篇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科技创
新走廊建设，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一众国
家级、省级实验室加速聚集。广州市科技局
局长王桂林说：“科技创新赋能市场活力，近
三年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长
88 . 5%。”

广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广州将抓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不断提
高广州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广
州贡献。” 新华社广州 11 月 27 日电

千年商都广州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记者手记：与八廓街之约

据新华社济南 11 月 26 日电（记者邵鲁
文、吴书光）11 月 26 日，日兰高铁日照至曲
阜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铁路的建成，既标志
着沂蒙革命老区首次接入全国高铁网，同时
也使山东省内高铁实现环形贯通，有效带动
沿线城市经济发展。

八百里蒙山沂水，曾是“四塞之崮、舟车
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之地。走出大山深
处，是沂蒙人民世代期盼的梦想。“如今，高铁
开通，让乡亲们出门更方便，也让老区人民看
到了祖国的发展。”今年 89 岁的临沭县曹庄
镇朱村村民王克昌说。

71 年前，在蒙山沂水这片热土，刚满 18
岁的王克昌成为“支前大军”中的一员，他推
着小推车走出老区，走向战场，为部队运输急
需的粮食和医疗用品。如今朱村成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他也见证了“复兴号”把革命老
区带入“高铁时代”。

“日兰高铁日曲段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多通
车，施工期间感受到了沂蒙乡亲的热情。”中铁
二院鲁南高铁项目部项目经理宋贤昌告诉记
者，自 2017 年日兰高铁日曲段开工建设到如
今，老区人民支持高铁建设的行动令人感动。
“在施工现场，老大爷背着自家产的核桃送给
工人们品尝；在远离项目本部的运梁车旁，老
大娘把亲手摊制的煎饼送给奔忙的司机。”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
山上哎，好风光……”一曲悠扬高亢的《沂蒙
山小调》在“复兴号”列车上响起，这首 1940
年创作于临沂市费县白石屋村的歌曲一直传
唱至今。《沂蒙山小调》第三代传承人宋守莲
告诉记者，高铁开通后，在新建成的费县北站

下车，只需要 40 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歌曲诞生
地——如今的天蒙山景区。

临沂地区商贸物流业发达，有“物流之
都”之称。高铁的开通，大幅压缩了时间和空
间，让地处鲁南地区的临沂在吸引投资、招揽
人才等方面，进入快车道。

“有了高铁，以后对临沂地区经商的人来
说方便多了。”山东连胜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宋连胜说，此前去北京、上海等地出差，
都要从曲阜转乘高铁，加上周转的时间，并不
省时，以后高铁直达京沪将成为现实。

高铁的开行，让沂蒙老区更多货物可以
便利地对外运输。日兰高铁自东向西进入临
沂境内第一站是厉家寨站，这里樱桃种植面
积超过三万亩，因水土气候等原因，上市时间
比泰安、烟台等地樱桃早，但此前这里地处偏

僻、交通闭塞，村民们每年都为销路发愁。而
明年，大山深处的樱桃将搭上高铁快运，实现
当天下午采摘，次日送达沿线城市。

“日兰高铁日曲段开通后，山东省内高铁
实现环形贯通，铁路部门每天将开行 8 趟高
铁环形列车，列车途经济南、淄博、潍坊、青
岛、日照、临沂、济宁、泰安八个地市，运行一
圈 6-7 小时，辐射 5800 多万人口。”中国铁
路济南局集团公司客运部副主任吴永捷说。

吴永捷告诉记者，高铁环形列车将经由
京沪高铁、日兰高铁、济青高铁、青盐铁路、胶
济客专等线路运行。这条以济南、青岛、临沂、
日照等区域为支点的环形高铁网络，沿线城
市人文历史厚重，旅游景区风景如画，高铁环
形列车将为各地市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强劲动
能，有力推动各地旅游资源产业转型发展。

山东：高铁成环，沿线“搭上”发展快车

青青的草地、布满绿植的墙壁、
整洁大方的公共会客厅、健身房，上
海市徐汇区永嘉路 492 弄，近来不
时有人进进出出、驻足观看。一个装
修一新的人才公寓，在这里正式对
外开放。从破旧的公房到崭新的人
才公寓，永嘉路 492 弄之变是上海
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缩影。瞄准百
姓需求，不断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
上海的一些老社区旧貌换新颜，实
现“逆生长”。

螺蛳壳里做道场

“嘉园”——这是永嘉路 492 弄
人才公寓的名字。“嘉园是上海衡复
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内唯一的集中
公租房项目，我们希望它能成为周
边人才的美好家园。”上海徐汇惠众
公共租赁住房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
剑萍说。

嘉园所处的上海衡复历史文化
风貌保护区，汇聚了上千栋历史建
筑和花园洋房，可谓寸土寸金之地。
要在这里建设一个人才公寓，可谓
“螺蛳壳里做道场”，没点“绣花”功
夫办不到。

走进嘉园，处处可以感受到建
设者们的用心。4 层楼的房子，1 楼
全部设计成公共厨房间、会客厅和
健身房，满足入住者的各种生活需
求。36 套独立单间全部精装修，人
才可以拎包入住。房屋侧面的绿地、
爬满绿植的墙壁，与周边的历史风
貌保护区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嘉园周边有很多文化单位和
科研院所，里面的人才有着较为强
烈的租房需求。在项目启动之初，我
们就想体现格调和品位，打造一个
品质型的人才公寓。”嘉园所在的徐
汇区天平街道党工委书记高路说。

正式建成没多长时间，嘉园附近的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五
官科医院和中科院上海分院，以及一些海外归国人才都过来
看房。“这个人才公寓的位置好，上班走路就到。因为是公租
房，租金也比市面上的房子便宜。最主要的是功能设计，特别
符合年轻人的趣味。”刚刚工作不久的蔡敏雯，期待在这里开
启自己的新生活。

社区也有会客厅

刚刚落成不久的嘉园一楼会客厅里，近日举行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跑步里程换积分活动。组织方天平街道团委书记黄海君
说，街道有一个近 40 名跑友组成的“天平跑团”，不定期举办约
跑活动。顺着这股势头，团委采用“运动+公益”的模式，号召辖
区内的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在当天的活动中，包括爱建股
份、上海青旅等单位积极出资认领积分，所得款项将存入天平
社区发展基金账户，形成公益资金池。

在孙剑萍看来，“嘉园不仅仅是一个人才公寓，其底层区
域也是按‘社区会客厅’理念打造的公共空间，附近居民、企业
都能过来参加活动。”这样的公共空间，在衡复历史风貌保护
区还有不少。嘉园附近的永嘉新村小区，把小区入口一间乱糟
糟的平房改造成了“都市之光”公共艺术空间。屋内的 25 块展
板上，用老照片的方式，讲述了永嘉新村的家园故事、建筑概
况、老居民回忆录等。附近的居民和路过的游客，不时走进来
看看弄堂里的老故事，阅读一下街区的历史和文化。

高路认为，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必须有一定的公共空间
作为载体。“公共空间不光是唱唱跳跳，还要引领公共精神。像
天平街道一些社区把居委会活动室改成‘邻里汇’，房间怎么
命名，提供什么服务，老百姓说了算。”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年近 70 岁的潘正玉老人，家住徐汇区华泾镇。11 月下旬
的一天，早上不到七点她就起床，赶到嘉园参加“宝怡乐”志愿
服务团队组织的爱心活动。“嘉园被改造成人才公寓之前，是
一个老旧公房，里面住了整整 66 户人家。”潘正玉回忆说，当
年他们一家住在这幢楼一个 27 平方米的房间里，厨房是公用
的，每天都得倒马桶，过的是不折不扣的“蜗居”生活。

为了保护好衡复历史风貌区，由政府出面，对永嘉路 492
弄的居民进行了“房屋置换”。潘正玉一家，也得以搬到华泾镇
一处 130 平方米的大房子内。生活环境大大改善了，但潘正玉
却始终忘不了自己的旧居，不时会回去看一看。

潘正玉参加的“宝怡乐”志愿服务团队，队员多是社区的
退休老人。不过，他们并不服老。夏天做绿豆汤送给交警、环卫
工人，端午节包粽子送给高龄老人、残疾人和困难居民。“我们
还是‘小老人’，可以照顾比我们年纪更大的人，把社区搞得更
加温馨美好。”尽管年过花甲，“宝怡乐”发起人孙鸿银说起话
来中气十足。

“好的社区治理，必须发动居民自治、共治。”高路说，要通
过各种公益活动吸引居民参与，不断提高社区的归属感、凝聚
力。 （本报记者何欣荣、滕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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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0 月 27 日清晨拍摄的大昭寺。 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

冬日清晨，暖暖阳光穿越绵绵雪山，洒
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拉萨市八廓街
的经幡上、藏式民居里。桑烟袅袅，雪山巍
峨，人来人往。大昭寺门前磕长头与八廓街
转着经筒祈福的人们已成为多年来西藏一
种文化风俗。

迎着雪后朝霞，记者以大昭寺正门为
起点，沿着朝圣者转经的顺时针方向漫步。
白石板铺就的街面蜿蜒向前，和一般石街
不同，这条由朝圣者“转”出来的小街，石面
已摩擦得十分光滑。一位身着藏族传统服
饰的朝圣者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她口中
喃喃地诵念着，双手合十在额头、下颚、胸
前击掌，而后扑倒在地，起身后迈过身体接
触过的地面，一次次重复……

阳光抚过她的脸庞。朝佛的人们从她
身旁走过，没有诧异的目光，只有他们手中
摇动的转经筒在述说内心的表达；行色匆
匆的游客，也没有流露出过分好奇的表情，
默默地注视，透露出尊重和理解。

2000 年，大昭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扩展项目。“八
廓”藏语意为“绕行转经路”，是围绕大昭寺形
成的一条转经道，为拉萨三条主要转经道之
一。它全长千余米，被誉为全世界独具特色和
魅力的传统文化街区之一。唐时伴随大昭寺
的修建和信众汇集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八廓
街，目前居住着藏、汉、回、门巴等不同民族的
民众。

宁静而安详的八廓街，是一道流动的风
景。不仅有来自藏区的佛教信众扶老携幼，手
摇转经筒，顺着八廓街转经祈福，还有许多来
自全球各地的人们，万里迢迢登上雪域高原。

八廓街上行色匆匆的脚步，仿佛就是一
句句善意的叮嘱：呵护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
遗产，传承绵绵不断的传统文化。

历时两年、投资 1817 万元的拉萨大昭寺
文物本体保护维修工程于 2011 年竣工。此项
工程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对西藏实施的 22
处重点文物维修工程之一。总投资 1000 多万
元、历时 3 年多的大昭寺壁画维修工程于
2015 年完成。这是我国首次对大昭寺室内外

所有壁画进行大规模维修，维修面积达 4000
余平方米。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获悉，近 10
年来，国家先后投入巨资对八廓街进行修缮，
同时还维修居民大院，并改造老城区道路、给
排水管网，使古老的八廓街得到有效保护和
发展。这使得在拉萨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
中，八廓街尽显藏族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和
魅力。

在八廓街的东南角，有一个网红打卡
地——玛吉阿米藏餐厅，传说是六世达赖仓
央嘉措与爱慕的意中人约会的地方。“在那
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
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
在我的心上。”《在那东山顶上》是电影《益西
卓玛》的主题曲，其歌词改编自六世达赖仓央
嘉措的情诗。

那如画的意境、那纯真的情愫以及对大
自然的赞美，都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慢慢展开，
令人沉醉。 （记者陈天湖、刘洪明、谢佼）

新华社拉萨 11 月 27 日电

新华社南京 11 月 27
日电（记者郑生竹、赵久龙）
位于苏鲁交界的徐州新沂
是江苏“北大门”，这里曾一
度刮起大操大办红白事之
风，普通邻里之间随礼五
六百元稀松平常，办红白
事用的拱门、彩虹桥要铺
到村口马路才显排场。

“过去，村民之间出礼
重，来往互相攀比。”墨河
街道琅墩村支部书记房科
技介绍，琅墩村是新沂市
一个规模较大的行政村，
全村有 5000 多人，红白事
多，人情往来成为一些村
民，尤其是孤寡老人的负
担。歪风陋习呈愈演愈烈
之势，群众越发不满，但又
无可奈何。新沂市下定决
心打出组合拳，刹住歪风。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
干部。为树立简办红白事
新风尚，新沂市从党员干
部抓起，先后制定出台《新

沂市规范党员干部婚丧嫁娶事宜暂行规定》
《新沂市移风易俗管理办法》等，通过承诺制、
备案制、公示制等举措，明确党员干部带头简
办红白事。对党员干部违反规定的，由纪委监
委给予问责。截至目前，共发现党员干部违规
违纪行为 30 多起，查处问责党员干部 12 人。

看到党员干部动真格，一些群众根深蒂
固的人情观念开始松动，这为村两委下一步
介入引导减少了阻力。“起初，一些群众抵触
情绪大，说别人家先前大操大办过了，凭什么
轮到我家就不允许了。”邵店镇副镇长王爱国
说，村干部上门劝说，开始一些群众抹不开面
子，其实心里也想简办。

“现在村民随礼减到了一两百元。一些村
民因此每年减少两三千元开支，大家都减轻
了负担。”57 岁的张成宽常受邀主持红白事，
被称为“大总”，他见证了倡导简办之风后给
乡亲们带来的实惠。“现在遇到白事，村里会
送一个拱门，红事会送一个彩虹桥，可以重复
使用，减轻了村民办事负担。”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新沂市对各村
红白事不搞一刀切，而是由市里制定参考标
准，各村红白理事会在此基础上组织村民讨
论，形成“一村一策”后，再将红白事标准纳入
村规民约。截至目前，新沂市共成立了红白理
事会 278 个，实现了村居全覆盖。

“移风易俗在本质上是教化人心，要慢慢
拆掉内心的壁垒，不是简单的‘要我做’，更不
能搞强迫命令。”新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君迎说，通过教育引导，一方面增强群众的
认同感，另一方面形成声势，让群众顺势而
为。一旦随礼钱“大盘”降下来了，大家就愿意
简办了。

“面子多了、花费少了，融洽多了、纠纷少
了，节俭多了、扰民少了。”当地不少干部群众
感叹，简办红白事已蔚然成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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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昌绍（左二）在宣风镇为村民调解一起关于乡村道路
的纠纷。

今年 55 岁的阳昌绍是江西芦溪县宣风镇珠亭村人民调解
员。1987 年，阳昌绍在造纸厂上班时不慎被机械扭断右手，落下
终生残疾。当他陷于人生低谷时，村民们的嘘寒问暖给了他很大
帮助，让他萌生了为身边村民们做些实事的想法。2005 年起，阳
昌绍当选为珠亭村村委会委员。平日里，由于待人温和，处事公
平，村民们有纠纷，都愿意请阳昌绍来公断。多年来，他为村民们
调解民事纠纷累计超过 230 件，调解处理各类案件 60 余起，受
到了村民们的好评，还获得过“全国人民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
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论述，让致力于做好人民调解员的阳昌
绍动力十足。“家和万事兴。看到百姓之间不再争吵，乐呵呵
的，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阳昌绍说。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独臂老阳的调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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