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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源方便遊客自由行
廣州市在白雲機場設立專門櫃台為抵穗外地遊客派

發 「廣州城市旅遊卡」，外地遊客憑本人身份證、當
天抵達白雲機場登機牌、入住廣州酒店的預訂信息，
即可在白雲機場T1航站樓B區到達問詢櫃台和T2航
站樓到達區問詢櫃台免費領取該旅遊卡。此外，外地
遊客也可在廣之旅旗下20間門市店免費領取旅遊卡。
據了解，自首次啟用24小時內可不限次數乘坐廣州

市內地鐵，及乘坐廣州公交（含水上巴士和BRT）10
次，持卡用戶還可享受旅遊折扣優惠。

「廣州城市旅遊卡」於2018年由廣州市
文化廣電旅遊局和廣州市交通運輸局共同
研究，以廣州公共交通、旅遊交通等資源
為依託，聯合設計推出，指導和委託廣州
羊城通公司發行和日常運營。該卡整合優
化了公共交通、景區、酒店、旅行社、餐
飲、購物場所等多種資源方便遊客自由行。

該旅遊卡含有不同類型日通票功能的非
接觸式IC卡，分為24小時卡、48小時卡、72小時卡
三種類型。遊客可根據自己的行程需求選擇購買，一
人一卡。新冠病毒疫情暴發前，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

局為持有外國護照、經白雲國際機場停留廣東144小
時內自由行的國際中轉客人贈送了 「廣州城市旅遊
卡」。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報道：12日，第三屆不
良資產管理和企業紓困重組論壇在廣州召開。資產管
理行業、法律行業、金融機構、專家學者圍繞如何化
解金融風險、為企業紓困重組作主題演講和討論。

廣州市資產管理協會會長、廣州德賽資產管理集團
董事長閔衛國博士在主題演講中表示，今年以來，隨
着世界經濟格局進入動盪變革期，同時受 「新冠疫
情」因素的影響，一些中小企業陷入生產經營困境，

導致金融風險增加。不良資產管理行業憑藉自身的綜
合專業能力，積極承擔起社會責任。

多措提升辦理破產質效
據介紹，德賽資產是廣州市委、市政府重點扶持的

民營不良資產管理企業，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德賽
資產已通過為企業紓困重組的方式，累計投入近3億
元人民幣，重組資產價值約230多億人民幣。

數據顯示，1-11 月，廣州中院受理破產案件 1280
件，案件類型以民營企業為主，約佔八成，同比大幅
上升。

為助力企業復工復產，廣州中院推出多項舉措提升
辦理破產質效，優化營商環境，包括率先上線全國首
個破產資金管理系統；率先開通綠色通道，推動破產
審理 「換檔提速」；率先運用5G技術召開債權人會
議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朱開芝報道：由深圳海外聯誼
會主辦的 「匯聚青年力量 助力雙區建設」2020年深
港澳青年峰會活動近日在深圳舉辦。峰會上， 「同心
撐青年」——支持港澳青年來深實習就業計劃、 「問
策助發展」——深港澳企業政策諮詢服務計劃宣布啟
動。

會上，深圳海外聯誼會執行會長、深圳海王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思民宣讀了支持港澳青年來深實
習就業計劃倡議書，號召深圳海外聯誼會、香港中華
出進口商會、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香港義工聯盟、深

圳市潮青聯誼會、香港深圳青年總會、香港青年聯
會、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澳門深圳經濟文化促進會
及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等，共同支持港澳青年在
深圳實習就業。據悉，加入計劃的上述10家社團在深
港澳有着重要的社會影響力和豐富的社會資源，他們
計劃首期為港澳青年提供 500 個在深實習及就業崗
位，預計疫情後最多可達1000個。

與此同時，由深圳海外聯誼會聯合香港貿發局、香
港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查策網發起的深港澳企業政策
諮詢服務計劃，旨在為有志在粵港澳大灣區開拓市場

的港澳青年企業家打造公益政策諮詢平台，以經濟發
展、人工智能、產業政策、營商環境建設、人才就
業、創新服務等主題為切入點提供相關政策信息諮詢
服務。該計劃將通過大數據技術支持，首期為500家
港澳企業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隨後，深圳市天使母基金旗下規模為5億元的國宏
嘉信天使基金與海聯會各區雙創基地簽訂了戰略合作
協議，雙方將共享創新創業資源、共同完善創新創業
生態，齊心協力為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更多機遇
和更好條件。

央企擬投4453億挺黔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許入介報道：2020年央企助力

貴州發展大會近日在貴陽召開。48家央企與貴州省形
成投資合同項目226個，涉及先進製造業、山地高效
農業、現代服務業、新基建、城市建設、新能源等領
域，擬投資額4453.61億元。

現場集中簽約合同項目20個，涉及投資額1277.8億
元。同時，貴州省政府與中諮公司、中國建材、南光
集團、香港中旅、中國節能、國家電投、華潤集團、
招商局集團等12家央企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桂惠貸」料惠及逾5萬企業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玉瑩報道：記者近日從 「桂

惠貸」政策解讀新聞發布會上獲悉，未來5年，廣西
每年統籌全區各級財政資金40億元，對符合條件的貸
款按照2或3個百分點利差比例進行補貼，帶動金融機
構每年新發放2000億元優惠利率貸款。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金融監管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樊新鴻透露，按照政策實施目標，預計每年 「桂惠
貸」投放金額可佔到全區累計新發放貸款比例的20%
左右，佔到新增貸款的 40%，預計惠及 5 萬家以上企
業。單項政策撬動規模和覆蓋面在廣西財政金融歷史
上前所未有。政策聚焦小微企業、民營企業、 「三
農」等薄弱環節，推動金融機構服務重心向基層下
沉。瞄準 「三企入桂」 「雙百雙新」 「五網」建設等
重大項目，對涉及重大戰略部署、重要產業發展、重
大項目建設的給予優先支持，加大對高質量發展重點
領域和關鍵環節的融資保障力度。

合肥經開區試點「集團保稅」
【香港商報訊】安徽叉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集團

保稅」試點近日在合肥經開區啟動。這標誌着合肥經
開區在安徽省率先突破傳統以單一合同或單一企業為
單元的加工貿易監管模式。

實行新監管模式後，海關對整個安徽叉車集團加工
貿易統一管理，集團內部各公司間實現保稅貨物自由
流轉，業務流程大大簡化。安徽叉車集團進出口公司
副總經理李明軍表示： 「在集團保稅模式下，公司年
節約保稅物資佔壓資金2000萬元，關稅50萬元，訂單
響應時間將從原來的3天縮短為半天。」 陳瑞 柏永

黑龍江糧食總產十七連豐
【香港商報訊】記者付彥華報道：國家統計局最新

公布的全國糧食生產數據顯示，黑龍江省今年糧食總
產量1508.2億斤，比2019年1500.6億斤增加7.6億斤，
實現十七連豐，連續十年產量全國第一。

據省農業農村廳介紹，今年黑龍江省制定了《2020
年糧食增產行動計劃方案》，明確提出今年全省糧食
作物要比上年增加78萬畝，達到2.155億畝以上。不
折不扣落實各項強農惠農政策，應對疫情影響，出台
了《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支持農業穩產保供的意
見》，提出了 「黃金十條」穩產保供扶持政策。

招徠遊客 配合春節系列活動

穗派發3.5萬張旅遊卡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為配合 「廣州過年，花城看

花」 春節系列活動，吸引更多外地遊客來廣州旅遊，廣州市文化廣
電旅遊局從12日起為來穗外地遊客免費派發3.5萬張24小時卡 「廣
州城市旅遊卡」 活動。廣州致力引領大灣區旅遊經濟發展，將 「廣
州城市旅遊卡」 打造成為廣州國際旅遊城市的名片。

穗創新紓困有效化解金融風險

深圳發布支持港澳青年實習就業計劃

南園街道構建創新型公共文化服務模式
植根社區 植根民眾

面積約2.1平方公里，總人口近24萬，深圳市福田區南園街道是深圳市人
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近年來，在這個寸土寸金聞名深圳的老商業城區，
卻在文化建設工作上探索出了特色 「南園模式」 ，多元、傳統、現代， 「四
面開花、花開四季」 的文化繁盛局面，在南園街道逐步形成了高質量、全方
位、創新型的基層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範本，更成為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
文化底色。 林婷婷 冰陽

四項特色文化品牌讓民眾受益
「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福田區南園街道黨工委書記林志平介紹，南園街道
圍繞着 「文化惠民」的總目標，把文化自信深入社
區、深入民眾，讓中國傳統優良文化植根社區、植根
民眾，讓民眾享受文化大餐，重點創建 「書香南園」
「非遺南園」 「雅樂南園」 「多彩南園」四項特色文

化品牌。
目前，南園街道已建成街道級和社區級圖書館 9

個。升級打造 24 小時社區圖書館——玉田社區圖書
館。面向居民推出 「一日館長」計劃，吸引市民參與
圖書館日常管理、圖書推薦、圖書分享。還成立了深
圳市首個街道級非遺館——南園非遺館，打造南園非
遺館皮影小劇場，率先投入使用數字皮影交互技術，

組建南園皮影社、京昆研習社等多個團隊，引進多位
非遺傳承人，建立南園非遺名家工作室。

同時，依託深圳市最大的樂器交易中心——深圳樂
器城、廣東省首家鋼琴博物館，打造 「雅樂」品牌。
開展 「國際雙城吉他藝術節」 「藝術微劇場」 「百姓
琴房」等系列活動350餘場。

此外，南園街道還設立 「百姓書畫院」，定期開展
書畫沙龍等活動，居民參與的多部原創作品榮獲廣東
省、深圳市美術獎。依託南園美術館，舉辦 「致敬英
雄 丹青抗疫」等美術作品展40場，豐富居民精神文
化生活。

深圳首家24小時社區圖書館落戶南園
2020年7月30日，深圳市第一家24小時開放的社區

圖書館——玉田社區圖書館正式啟用，此舉對於南園

街道、福田區，乃至深圳市文化建設都有着非凡意
義。

24小時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噱頭，而是承載社區圖書
館新的服務理念和運營模式的一種 「寬度」——是時
間的拓展，更是閱讀內涵的延伸。最基層的社區圖書
館，是 「十分鐘文化服務圈」的最後一步。

當下，高質量、全方位、創新型的城市公共文化服
務，一直是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文化底色，由此才誕
生了玉田社區圖書館這樣的全新樣本。

在南園街道文化站工作了 14 年的站長史巧雲說，
玉田圖書館入館人數非常多，這說明它是一個被
「居民需要的圖書館」。玉田社區圖書館新址距離

轄區3所中小學步行僅5分鐘，交通十分便利，人流
量也非常大，周邊人員結構以
「泊寓」的年輕人和外來人口

為主。有的居民、外來工，聽到
社區圖書館 24 小時開業時忍不
住拍手叫好。更有很多孩子把社
區圖書館當成自己家的書房，每
天都要來泡一會兒。

一個真正的現代圖書館，是根
據群眾的需要來確定擺什麼樣的
書、做什麼樣的活動的。以人為
本，從讀者需求出發，是為玉田
社區圖書館設計的原點。玉田社
區圖書館承載着兩個層次的功
能：對社區內部居民，通過 「信
息共享和交流互動」來鏈接和睦
共生的鄰里關係；對社區外部讀
者，通過 「分享文化和跨界活
動」來展示玉田社區與外部聯結
的文化內涵。既是社區居民有溫
度的 「公共交流空間」，也是深

圳城市有內容的社區 「文化聚合空間」。

非遺文化在南園實現高層次高質量發展
據了解，2017年9月，南園街道成立的深圳市首家

街道級非遺館 「南園非遺館」，多年來深受居民喜
愛。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珍貴財
富。為慶祝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深圳今年舉辦
了 2020 第三屆 「深圳非遺周·非遺在南園」系列活
動。11月1日，啟動儀式在南園非遺館隆重舉行。

為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
發展，貫徹落實國家關於 「非遺在社區」的工作方
針，讓非遺真正扎根社區，回歸群眾生活，南園街道
借此契機，引進了一批非遺文化高層次人才。在簽約
儀式上，深圳市非遺項目《皮影戲（深圳）》代表性
傳承人蔡勁筍，國家級非遺項目《楓溪手拉朱泥壺製
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謝華，國家級非遺項目《唐山
皮影戲》傳承人、國家一級編導笪建光，國家級非遺
項目《佛山彩燈》代表性傳承人楊玉榕，國家級非遺
項目《廣東剪紙》傳承人、高級工藝美術師饒寶蓮，
國家級非遺項目《廣繡》傳承人、高級工藝美術師王
新元，深圳市非遺項目《不孕不育症中醫療法》代表
性傳承人張瑞友七位非遺名家與南園非遺館簽約，達
成長期合作意向，有效促進了非遺傳承人與社區深化
合作，推動了深圳市 「非遺在社區」工作的長足穩定
發展。

活動現場，非遺展演、展示、講座等活動精彩紛
呈。深圳非遺項目《辛氏雜技》精彩絕倫的表演拉開
了活動序幕，湖南衛視《挑戰麥克風》全國總冠軍林
軍傾情演唱《新的天地》，粵劇、京劇、越劇等戲劇
表演輪番上陣，贏得觀眾掌聲連連。

皮影戲專場上演了全國首家數字交互皮影劇《嬉
戲》、環保宣傳皮影戲《垃圾分類從我做起》、本土
愛國主義皮影戲《九龍風雲》、兒童皮影戲《大灰
狼》等多部劇目，表演惟妙惟肖，引人入勝，許多父
母和小朋友們看得津津有味，目不轉睛。此次活動還
特別邀請到國家級非遺項目《楓溪手拉朱泥壺制作技
藝》《佛山彩燈》《廣東剪紙》《廣繡》，深圳非遺
項目《內畫》《王氏面塑》《臉譜面具繪畫技藝》
《嶺南時令甜品製作技藝》，傳承人現場展示傳統技
藝，居民們紛紛熱情參與互動體驗。

文化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滲透至轄區居民生活
中。林志平在不久前接受採訪時表示： 「街道的文
化，就是群眾的文化，只有把豐富群眾文體活動作
為精神文明建設和為民辦實事來抓，才能加快保障
建設更加完善的、具有南園特色的現代公共文化服
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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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園街道構建創新型公共文化服務模式
植根社區 植根民眾

面積約2.1平方公里，總人口近24萬，深圳市福田區南園街道是深圳市人
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近年來，在這個寸土寸金聞名深圳的老商業城區，
卻在文化建設工作上探索出了特色 「南園模式」 ，多元、傳統、現代， 「四
面開花、花開四季」 的文化繁盛局面，在南園街道逐步形成了高質量、全方
位、創新型的基層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範本，更成為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
文化底色。 林婷婷 冰陽

四項特色文化品牌讓民眾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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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區南園街道黨工委書記林志平介紹，南園街道
圍繞着 「文化惠民」的總目標，把文化自信深入社
區、深入民眾，讓中國傳統優良文化植根社區、植根
民眾，讓民眾享受文化大餐，重點創建 「書香南園」
「非遺南園」 「雅樂南園」 「多彩南園」四項特色文

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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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升級打造 24 小時社區圖書館——玉田社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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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沙龍等活動，居民參與的多部原創作品榮獲廣東
省、深圳市美術獎。依託南園美術館，舉辦 「致敬英
雄 丹青抗疫」等美術作品展40場，豐富居民精神文
化生活。

深圳首家24小時社區圖書館落戶南園
2020年7月30日，深圳市第一家24小時開放的社區

圖書館——玉田社區圖書館正式啟用，此舉對於南園

街道、福田區，乃至深圳市文化建設都有着非凡意
義。

24小時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噱頭，而是承載社區圖書
館新的服務理念和運營模式的一種 「寬度」——是時
間的拓展，更是閱讀內涵的延伸。最基層的社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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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高質量、全方位、創新型的城市公共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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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3所中小學步行僅5分鐘，交通十分便利，人流
量也非常大，周邊人員結構以
「泊寓」的年輕人和外來人口

為主。有的居民、外來工，聽到
社區圖書館 24 小時開業時忍不
住拍手叫好。更有很多孩子把社
區圖書館當成自己家的書房，每
天都要來泡一會兒。

一個真正的現代圖書館，是根
據群眾的需要來確定擺什麼樣的
書、做什麼樣的活動的。以人為
本，從讀者需求出發，是為玉田
社區圖書館設計的原點。玉田社
區圖書館承載着兩個層次的功
能：對社區內部居民，通過 「信
息共享和交流互動」來鏈接和睦
共生的鄰里關係；對社區外部讀
者，通過 「分享文化和跨界活
動」來展示玉田社區與外部聯結
的文化內涵。既是社區居民有溫
度的 「公共交流空間」，也是深

圳城市有內容的社區 「文化聚合空間」。

非遺文化在南園實現高層次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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