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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

李冬冬 摄影报道）日前，

南海开展文明餐桌行动倡

议，得到了众多餐饮商家和市

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午饭时

分，记者走访了致越优城、千灯湖

环宇城综合体内的多家餐厅，发现

公勺公筷在这里已经成为餐厅标配，

绝大多数餐厅都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摆

放提倡使用“公筷公勺”的宣传标语。

如今，公筷公勺、自带餐具这种用餐习

惯已逐渐成为新“食”尚。

为顾客提供公筷等餐具
走进位于千灯湖畔的致越优城，记

者发现不少餐馆都会在醒目位置张贴

有“文明餐桌”的宣传标语，设置有

消毒公示栏等标志，并要求顾客进店前

进行扫码登记、测温消毒。来到鸿喜中

餐，从电梯出来，便看到电梯旁张贴着

“拒食野味 文明用餐”“公勺公筷 健康

分餐”这些标语，对面就是宾客消毒

区。记者观察发现，基本上来此消费的

顾客都会习惯性地来此区域消毒双手。

在用餐方面，桌子之间保持有一定

的距离，商家主动为顾客提供公筷等餐

具。“我们这里都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

要求落到实处，每张桌子都会为消费者

放上公勺公筷。”鸿喜中餐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为

市民饮食安全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希望

通过这样的举措传递文明餐桌的理

念。在鸿喜中餐餐厅内，还有大屏幕滚

动播放文明餐桌的相关内容，使得消费

者更直观地了解相关知识。

自带餐具安全又卫生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仅许多餐饮

商家正在进行“餐桌革命”，自带餐具习

惯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家住桂花社

区的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

单位离家远，中午经常会在单位附

近的快餐店吃饭。我个人认为自

带餐具是一种非常好的用餐习

惯，相比于使用一次性餐具更

加环保、健康。”李女士说，现

在她会在单位的储物柜里放

一整套餐具和清洁用品，每

到中午就去附近的餐饮店打

饭回来吃，又方便又卫生。

国庆期间，

他们全家人出门旅

游都带着各自的餐具，

方便又放心。

与此同时，张女士还热

心建议自己身边的同事和朋友

们出门用餐都自带餐具，并得到

了许多亲朋好友的一致认同。

家庭公筷年轻人更推崇
除自带餐具以外，在培养用餐习

惯方面，一些年轻人纷纷响应，在家里

的餐桌上多摆放一双公筷。而对于部

分中老年人来说，使用公筷的行为还不

太能适应。

90后公务员王先生告诉记者，经

历了这次疫情，尤其是看到共餐的健康

隐患，身边的很多年轻人都开始使用

公筷，他也积极劝说家庭成员养成分

餐、使用公筷的习惯。

“我的妻子和儿子都非常支持

在家使用公筷，他们都觉得这是种

非常有益的饮食习惯。除此之

外，我一直在劝说家里的长辈

们使用公筷和公勺，帮助他

们改变思想，和我们一起

行动起来，守护全家人

的健康。”王先生

说。

记者来到南福村，小桥流水、江边小

船、整齐的楼房……原来灰白色的墙面，

经过青少年和亲子家庭的精心绘制后焕

发生机，变得色彩斑斓，村址环境得到了

提升。原来，林岳社区通过动员居民共

同美化村址，以修复破旧的村址墙体、融

入社区文化元素美化墙体等“看得见”的

形式，为居民打造一个整洁舒适、富有内

涵的公共空间。

南福村村址自建成以来，除了用作

村委办公场所外，也是居民活动的公共

空间，可供居民喜宴摆酒及社区开展各

类社区服务，已渐渐成为居民间相聚、交

流的空间。但由于村址年久失修，外围

墙面破旧脱落，使用率不高，让整个公共

空间环境受到影响。

因此在今年8月，林岳社区联合社

区志愿者，对林岳南福经济社一个公共

空间的破旧墙体进行修复，并融入社区

文化元素美化墙体，为居民打造一个整

洁舒适、富有内涵的公共空间，期间许多

社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也参与到墙体绘

制活动中。焕然一新的墙体成为社区的

一处靓丽风景，也是居民共同参与环境

改造的重要体现。

“以前这里就是黑漆漆一面墙，现在

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我觉得这种做

法很好，以后若有类似的活动我也想带

我的小朋友一起参与。”居民花姨说。

林岳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此为

契机，林岳社区未来将会对适合的场所

进行墙体美化，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呼

吁居民共同建设美好的社区环境。

走进林岳社区，南福村原来灰白色的墙面，经过社区青少年和亲子家庭的精心绘制后焕发生机，由单调变
得色彩斑斓；街头经济社杂草丛生的草地成为停车场，解决居民的停车需求；空旷的舞台上似乎还留有不久前
刚举办了文明新风进社区文艺晚会的印记……

近年来，林岳社区通过举办各类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活动包括新春游园会、传承笋文化“小城大厨”煮
笋野厨艺交流活动、文明新风进社区文明卫生齐抗疫晚会活动、“美好乡村，你我共建”南福墙绘等，将乡村振兴
与“创文”相结合，致力于美化村容村貌，建设美丽乡镇，为社区居民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林岳社区位于南海之末，北接平

洲，东临珠江之河，西傍广珠西线之公

路，南依西江支河，北靠梅涌与平洲河

相通。另外，社区地靠广州南站，并有

贯穿社区的地铁2号线、新林岳大道在

建，未来发展将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林岳社区也

面临着问题。

居民停车需求日益增长就是其中

一个难题。林岳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缓解居民停车难的问题，日前

林岳社区街头经济社对一块闲置地进

行了改造，建设成一个公园式的停车

场，停车场占地约3000平方米，设有

车位 200多个，并种植了花木植物。

村民陈叔对社区建设停车场表示大力

称赞，“以往回到村里都找不到可以停

车的地方，现在有了停车场，停车更方

便了，感谢社区！”

不止在街头经济社，为美化村容村

貌和方便居民生活，林岳社区还在其他

经济社也建设了多个停车场，同时进行

了环境美化。据介绍，今年已建成的有

街头停车场、东沙停车场、东沙村河岸工

程、林岳岳明湾公园南侧闲置地复绿等，

正在建设和准备建设的有社会主义河一

河两岸工程、林岳市场公厕升级改造、林

岳社区新建停车场及公厕工程等。

步入社区，深入村居，今年已完成

的东沙村河岸工程成果显著。在东沙

村，本地村民大多从小以水为伴，由于

地理位置处于南海、禅城和番禺交界，

是陈村水道流经之处，环村河涌与水道

相交接，但是不知何时起，这条熟悉的

环村河涌成了让村里人发愁的源头，淤

塞、发臭、漫水……逐渐成了它的标

签。自去年初东沙村开展河涌整治以

来，河岸环境逐渐提升，新建的河堤挡

墙还很新很干净，村民时不时可以到此

聊天休闲，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提升。

荒地变停车场
解决停车需求

助推乡村振兴
共建美好乡村

乡村振兴的内容包括产业振兴

和文化振兴。林岳社区作为桂城传

统的农村社区，在城市发展的进程

中保留着传统的产业优势和文化魅

力，社区“吊丝丹笋”以爽脆可口著

称，素有“笋中之王”的美誉，是产业

振兴的重要内容，其文化魅力也不

可阻挡。

为了擦亮这张美食名片，林岳社

区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传承笋文化活

动，宣传“吊丝丹笋”的传统饮食文化，

展示林岳美食的魅力，增强林岳美食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助推产业振兴。

今年7月3日，2020年林岳社

区传承笋文化“小城大厨”煮笋野厨

艺交流活动再次举行。活动以“吊

丝丹笋”以及个性菜式作为烹饪菜

式，共有6个队伍参赛。社区居民

各展厨艺，在欢声笑语中宣传林岳

特色美食，促进社区文化发展。

事实上，从 2019年开始，桂

城便结合乡村振兴工作，在林岳

“吊丝丹”竹笋种植地设立“吊丝

丹”竹笋特色品牌标识牌，对吊丝

丹竹笋的品种特色、药用价值等作

科普宣传。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的实现之年，也是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的收官之年。桂城围绕

让“城市更城市，乡村更乡村”的目

标，进一步突出重点、聚焦难点，持

续深化乡村振兴工作。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林岳社区致

力于打造美丽的公共环境空间，为

居民生活提供美好条件；宣传文化

特色，助推乡村振兴。

文/珠江时报记者方婷

通讯员陈汉彬

美化旧村墙体扮靓公共环境

■林岳社区居民齐

齐参与美化村居。

通讯员供图

林岳社区 旧墙上新妆荒地变车场
致力打造美丽公共空间，为居民生活提供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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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鸿喜中餐，餐厅为消

费者放上公筷公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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