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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甘韵仪摄
影报道：16 日，《国务院关于核
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通知》在中国政府网
公布，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
的古祠堂留耕堂入选，正式被确
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留耕堂 （下图 ）即为沙湾何
氏大宗祠，是沙湾何族礼祀初世
至五世祖先的始祖祠，始建于元
朝至元十二年（1275 年），至今有
近 750 年历史，祠宇曾多次扩建
和重修。 其建筑面积 3334 平方

米，为中轴对称的五开五进格式
布局， 是广州地区现存年代久
远、规模宏大、造工精巧、格局高
雅的岭南古建筑。

留耕堂 1989 年被确定为广
东省重点保护文物。 我国著名文
物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及其专家
组称其为“岭南古建筑综合艺术
之宫”。

至此，番禺区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增至 4 处， 包括余荫山
房、莲花山古采石场、南汉二陵
（德陵、康陵）、留耕堂。

番禺沙湾留耕堂
入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报道：
近日，广州市老龄委、市民政局、
市统计局联合发布《2018年广州
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和老年人口数
据手册》（简称 《数据手册 》），梳理
了全市及各区老年人口数据等。

《数据手册》指出，2018年广
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具有老

龄化程度高， 老城区进入中度老
龄化社会；空巢化问题严峻，新老
城区差距大等特点。

三区进入中度老龄化
《数据手册》显示，截至2018

年年底，广州市户籍老年人口数
169.27 万 人 ， 占 户 籍 人 口 的
18.25％。 老年人口数超过20万
人的区有3个，即越秀区、海珠区
和荔湾区， 分别为 29.93万人、
26.42万人和20.69万人， 占全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分
别 为 17.68％ 、15.61％ 和

12.22％。 按照老龄化率划分，这
3个区人口老龄化率超过 20％ ，
进入中度老龄化。

老年人口数为10万-20万人
的区有5个，即白云区、番禺区、增
城区、天河区和花都区；从化区、
南沙区和黄埔区等3个区的老年
人口总量均超过了7万人，分别为
8.44万人、7.23万人和7.10万人。

荔湾区空巢老人1.1万人
2018年广州市“纯老家庭”人

口有20.93万人，总量比2017年增
加1.78万人。 从地区分布来看 ，

2018年广州市“纯老家庭”人数超
过2万人的有海珠区、 白云区、番
禺区、花都区、增城区和南沙区。

2018年， 广州市共有空巢老
人6.26万人， 其中荔湾区的人数
最多，为1.10万人，占全市空巢老
人总数的17.51％；花都区的空巢
老人数超过8000人，位居第二位，
占全市空巢老人总数的13.73％。

2018年， 广州市共有独居老
人3.26万人， 各区独居老年人数
较多的分别为荔湾区、 越秀区和
花都区。 独居老人的子女离家，甚
至与老人两地相隔， 无法提供日

常照料和互动， 需要政府及所在
社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2018年， 广州市有孤寡老人
1.49万人， 其中越秀区的分布最
多，为3171人，占孤寡老人总数的
21.29％。

增城区残疾老人最多
2018年， 广州市共有残疾老

年人7.29万人， 其中增城区的残
疾老年人口最多，为9300人；从化
区和越秀区分别位居第二、三位，
残疾老年人口分别为 8695人和
8193人。

看点

广州塔下 ，珠江河畔 ，鲜艳
的五星红旗见证广州青年成人 。
17 日上午 ，2019 年 “18 岁青春
季 ”广州市成人宣誓仪式隆重举
行。 1300 名广州青年代表 、师生
代表等齐聚 ，参与或见证广州青
年成人礼。 该活动由共青团广州
市委等单位举办。

宣誓仪式上 ，“广州好青年 ”
梁修飞担任主领誓 ，带领现场全

体 18 岁 青 年 面 向 国 旗 庄 严 宣
誓。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整个会
场：我们成人了！

“我们步入 18 岁成年的大门，
18 岁的我们， 从此肩上多了一份
责任……”优秀青年代表、广州市
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高三级学生
何榕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广州青
年， 能在广州塔下参与成人礼，仪
式感十足，觉得非常有意义。

10 月 18 日是第 26 个 “广州
成人宣誓日”。 据悉，成人宣誓日
前后，广州全市 11 个区还设立分
会场， 举办特色成人宣誓仪式活
动，各中学、中职、技工学校、高等
学校、 专科学校也将举办各具特
色的成人礼活动，约有 10 万名 18
岁广州青年将宣誓成人。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实习生 薛源

通讯员 吴敏婷 摄影报道

广州南站
的士蓄车区P9启用

能容纳约500辆车， 进入南站的巡游出租车今起
一律先进入P9轮候

广州 3 个区进入中度老龄化
分别为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其中越秀区户籍老年人口为全市最多

向国旗宣誓：我们成人了！

羊城晚报讯 记者甘韵仪，通
讯员番宣、钟世伟摄影报道：广州
南站18日启用全新出租车蓄车
区P9停车场。 P9出租车调度区和
接客区的车辆实施智能自动调
度， 是广州市首个全自动化智能
出租车蓄车区， 能容纳约500辆
车排队和临时停放， 将释放周边
道路资源，缓解拥堵。

设置41条出租车排队车道

记者在现场见到， 新建成的
P9出租车蓄车区出入口安装了4
进4出共8套道闸；场内共设置41
条出租车排队车道，82套分道闸
（每条车道1进1出1道闸 ）和41套

含红绿灯和显示屏的指示灯杆。
广州南站P9还部署了一套出

租车调度系统软件及内网光纤，
能够确保调度区和接客区网络联
通和实时交互， 实现两个站场的
出租车自动调度功能。

据介绍， 该系统由广州高铁
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研发， 具有
自主专利， 能够通过软件系统实
施广州南站P9出租车调度区和
接客区的车辆自动调度和派遣，
打造广州市目前首个智能化全自
动出租车蓄车区。

该系统还将逐步增加线上微
信公众号注册和认证功能， 并加
入信用积分体系， 规范出租车司
机排队候客， 甚至起到管控和约

束作用。 广州南站将通过后台对
于出入南站的出租车进行大数据
分析和统计，进一步完善系统，提
升服务。

巡游出租车一律先进入P9

� � � � P9使用之前， 广州南站的出
租车占用石山大道、 南站北路等
道路排队候客， 给本来就胶着的
交通现状增加压力。 P9使用后，
站场内能容纳约500辆车排队和
临时停放，释放周边道路资源，将
大大缓解广州南站周边道路交通
拥堵情况。

广州南站地区管委会提醒，
P9出租车蓄车区启用后，进入广
州南站接客的巡游出租车一律
先行进入P9排队等候，当接到蓄

车区智能调度指令后，经南站北
路（右转 ）、石山大道南（掉头 ）进
入广州南站出租车场候客，其余
路段禁止上客。 未进入蓄车区经
过智能调度指令管理的出租车，
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南站出租车
场候客，交通部门将严厉查处出
租车不按秩序排队候客及站外
兜客行为。

同时， 调度区还设有用餐区、
洗手间等服务设施，为广大出租车
司机提供更舒适便利的工作环境。

P9启用后， 石山大道南将恢
复10车道双向通行。 广大社会车
辆进入南站地区需提前规划路
线，听从交警部门指挥，自觉进入
P1、P2、P3、P4、P5、P7、P8、P10、
P11、P12等停车场停放与接送
客，不能在石山大道南接客。

社会车辆“盲撞”现象或缓解

此前有市民反映， 难以知悉
每个停车场的余位， 经常“盲
撞”，停车效率降低。 广州高铁通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介
绍，以往，确实有很多车主无法提
前了解停车场余位情况， 在停车
场满员的情况下，仍排队进场，导
致广州南站南路和南站北路经常
形成大面积道路拥堵。

目前， 这个问题已得到一定
解决。 广州南站地区管委会已在
停车场外围道路建成8块余位信
息屏，实时反馈停车场空位情况。
车主可根据余位情况， 选择进入
停车位较多的停车场， 避免堵塞
在路上苦等。

广州南站P9出租车调度区和接客区

秦中英粤剧名篇唱响故乡黄埔
粤港澳粤剧名角献嗓南海神庙

10 月 17 日起至 11 月上旬，“2019 黄埔·秦中英粤剧作品演出季”将连演 13 场

文 / 梁怿韬 李婕舒 郭哲涵 徐洁芹
图 / 邓勃

著名粤剧剧作家秦中英， 祖籍
广州市黄埔区。 10 月 17 日，一场
以秦中英生前创作作品为主的粤
剧专场演出，在古色古香的黄埔
区南海神庙上演。 来自粤港澳大
湾区各地的粤剧名家名角参演秦
中英撰写的各部经典名剧， 让这位
粤剧著名剧作家的作品，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元素、回归故乡，报答捧场的当
地居民及专程从外地赶来观剧的游客。

据悉，“2019 黄埔·秦中英粤剧作品演出季”
活动由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
广州市文联指导，黄埔区委宣传部主办，广州粤剧院
和黄埔区文联承办， 从 10 月 17 日起至 11 月上旬，
以连演 13 场的形式，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让更
多秦中英故乡的居民和来访游客， 得以领略这位粤
剧名家的手笔。

作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
重要组成部分，黄埔区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著名粤剧剧作家秦中英，祖籍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村。 长期担
任广州粤剧团专业编剧的秦
老， 创作了 300 多部粤剧作
品。 这其中既有与中国传统历
史文化相关的《卖油郎独占花
魁》《八宝公主与狄青》 等名
剧 ， 也有根据莎士比亚名著
《威尼斯商人》改编的粤剧《豪
门千金》。 既尊重传统亦保持
创新，贯穿了秦老一生的粤剧
创作历程。

“这次演出，上演的剧集主
要是秦中英老师的作品， 这让
我们的情绪都非常饱满。 ”著名
粤剧导演、“2019 黄埔·秦中英
粤剧作品演出季” 开幕式活动
总导演陈少梅介绍， 仅开幕式
演出， 便吸引到欧凯明、 苏春
梅、倪惠英、梁耀安、黎骏声、吴
非凡、陈韵红、彭炽权、郭凤女
等粤港澳大湾区各地的粤剧表
演艺术家参演， 足见秦中英对
后辈的影响。 名家名角集中上
演的高质量粤剧， 亦能回报秦
中英故乡的居民及外地赶来观
戏的戏迷及游客。

不少粤剧演出， 在正规的戏
院进行。 为回报秦中英的祖籍地
广州市黄埔区， 并在传统粤剧表
演中融入创新元素，10 月 17 日
晚的开幕式演出， 场地设置与传
统场地有较大不同。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次的舞台
被搬到国家级 4A 景区南海神庙
的室外广场。 不少早到的观众，除
了可观看粤剧演出， 还顺便欣赏
了南海神庙整修完毕对外开放的
明代码头遗址， 持一张门票既能
看粤剧亦可赏古景。 完全设置在
室外广场的演出场地， 打破了传
统室内演出场地的局促， 更多的

灯光和音响可以设置在舞台及观
众区域。 设置在南海神庙广场南
面牌坊下的舞台， 有一块 LED 屏
幕。 LED 屏根据不同的剧目和剧
情，变换不同的背景以配合演出进
行。 为照顾对粤语不甚通晓的观
众，舞台旁的另一面 LED 屏幕，还
根据剧情的进展即时打出字幕。

新颖的演出场地设置， 还需
要演员落力演出。 19 时许，当晚
第一个节目《刁蛮公主戆驸马》之

“三步一拜进洞房”上演。 参与演
出者为国家一级演员、 二度梅花
奖获得者欧凯明和国家一级演
员、梅花奖获得者苏春梅。资深演

员的卖力演出配合打破传统的舞
台设置， 一下子引来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这样的舞台设置， 非常新
颖。 ”当晚有份演出《八宝公主与
狄青》之“逃婚”的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走
下舞台后即对演出场地赞不绝
口。 她认为粤剧演出舞台结合
LED 屏和南海神庙牌坊搭建，是
一种创新的尝试。“原本还担忧粤
剧很沉闷， 今晚的演出方式打消
了我的担忧。 ”大学生观众邱同学
说， 传统的文化艺术可以用创新
的方式，演绎给年轻的受众观赏。

随着演出的深入进行，观众的
掌声也越来越热烈。“我见到倪惠
英、欧凯明、黎骏声、陈韵红……”
老戏迷秦伯在现场一边看，一边
数着出场的演员。“个个都是大
明星！ ”秦伯表示，这么好的演
出，最好不是只有一场。

记者获悉， 为回应广大市
民的需求，“2019 黄埔·秦中英
粤剧作品演出季 ” 将从 10 月
17 日开始至 11 月上旬， 在黄
埔区青少年宫 （丰乐 宫 ）、黄埔
区青少年宫 （萝岗宫 ）、九龙影
剧院、萝岗文化广场、南岗文体
中心等区内多个场馆， 推出 7
部戏剧作品共 13 场免费演出。
为推动粤剧文化进校园， 其中
还将特别安排北京师范大学广
州实验学校专场和广州商学院
专场。 对本次系列演出感兴趣
的市民和游客， 可通过关注微

信公众号“黄埔文艺”，查询具
体的演出时间和场地。

除了惠民演出，黄埔区还将
通过学术方式研究探讨秦中英
一生所留下的粤剧遗产。 10 月
18 日，该区将举办“秦中英作品
研讨会”。届时，数十名粤剧专家
学者和秦中英的学生徒弟齐聚
一堂，畅谈秦中英粤剧作品的艺
术成就及影响，共同探讨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背景下，秦中英作品
对粤剧创新思路的启发。 据悉，
罗铭恩、练行村、罗丽、陈少梅、
龙莆尧、李新华等参与研讨会的
部分专家学者已撰写十余篇有
关秦中英的纪念文章，将以此著
作汇编成一部《黄埔籍著名粤剧
剧作家秦中英纪念文集》。 该区
期望通过学术研究文献，让秦中
英的戏剧遗产得到记载并在学
术界得以传承。

据悉，保护和传承发扬粤剧
文化， 是党和国家对广东的期
待。 2018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州考察调研期间，其
中一站便是赴粤剧艺术博物馆
了解粤剧艺术传承和保护。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 明确提出共建人文湾
区，要求支持弘扬以粤剧等为代
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
力，“南国红豆”粤剧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重大机遇。

“粤剧仍然面临很大挑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仅
要‘守’，更要‘突围’。 ”谈及继
承和发扬粤剧文化，倪惠英特别
提到了秦中英对粤剧创作的坚
持。“他大半辈子都在创作粤剧。
到了 80 岁时， 他仍然是行内一
位高产的编剧；90 岁时，他仍然
坚持每天阅读并朗诵两篇古文；
临去世前，他还打算把东江纵队
的故事改编成粤剧搬上舞台。 ”
倪惠英说，秦中英认为戏剧是一
种诗词歌赋，多读古文能够提升
创作灵感和能力。 这种坚持，适
用于当下各行各业，特别是有助
年轻人干一行爱一行。

“开幕式演出会有很多年轻
人获邀观看，之后的系列演出我
们还会走进学校。 ”倪惠英表示，
把秦老创作的粤剧表演带进学
校送到年轻人身边，除了让年轻
一代领会秦中英对粤剧创作的
坚持，还有机会从喜欢粤剧的年
轻人中发掘粤剧创作和表演人
才， 让秦中英的精神代代相传，
让粤剧持续获得创新。

据悉，秦中英的得意门生李
新华的作品《初心》，也将参与本
次惠民系列演出。《初心》以无产
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挺同志为
主要人物，贯穿北伐战争、南昌
起义、广州起义这三个重大历史
事件，讲述以叶挺同志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向前的
动人故事。该剧是一部严肃的红
色革命题材、 中国梦主题的作
品，同时也是一部“写广东人物，
讲中国故事”， 以叶挺将军坚定
的革命意志呼应“不忘初心”时
代精神的作品。 据介绍，为重温
红色记忆、 进一步坚守初心使
命， 黄埔区将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全区
机关党员干部集中观看《初心》。

粤港澳名角重演秦中英经典作品 舞台搬至南海神庙广场令人惊喜

昨起至 11 月上旬将有 13 场粤剧巡演

秦中英弟子作品《初心》将参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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