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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2
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
题为《百万游人“行通济” 岭
南文化焕新韵》的报道。

“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
煌煌”。是什么，让近百万人不
约而同，扶老携幼走过一道桥？
是什么，让一种习俗穿透300多

年的历史时空，传承不衰？
元宵夜的佛山通济桥，是一

片风车的丛林。春风从桥上拂
过，旋转的风车叶片闪烁出一条
流动的光河。

时光匆匆如旅，白驹过隙，
下一站在哪里？无论在人海里漂
流多久，佛山人心里永远有那座

桥，永远有家乡最美的样子和永
远明媚的你。

从除夕到元宵，沉浸在节日
中的男女又一次踏上了未知的旅
程。

东风夜放花千树。月如玉，
人如画，此般风味应无价。

走访园区企业，收集意见建
议；研究企业发展、项目建设遇到
的新难题，寻找解决之法……年关
将至，在解企业所难、加快项目落
地的路上，佛山市顺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杨艳生步履不停。

算算日子，杨艳生已经扎根顺
德20年了。在这个孕育了咏春拳

的功夫之乡，他投身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第一线、高质量发展主战场，
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在优化
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练就一身

“湾区功夫”。日前，中央组织部、中
央宣传部发布“最美公务员”评选结
果，20名同志被评选确定为“最美
公务员”，杨艳生就是其中之一。

全国“最美公务员”杨艳生：

20年练就
服务企业

“湾区功夫”

“俯而察之，如亢烛龙而照
玄方。仰而观焉，若披丹霞而鉴
九百。”

广东佛山，元宵之夜，灯火
绚烂的通济桥迎来了一年中最热
闹的时候。近百万人走过这里，
手持“行运风车”，游行于通济
桥上，口中默念“行通济，冇闭
翳（没有烦恼之意）”，祈求好
运常伴。

“我家‘行通济’30 多年
了，风车转起来，就‘风生水
起’了，所以每年都得来。”佛

山本地人姚先生指着女儿手上的
风车说。

从元宵节早上九点开始，今
年“行通济”四条路线上的行人
便络绎不绝。离通济桥约一公里
处连绵的小摊上，摆着金光闪闪
的风车、绑着红包的生菜；沿途
的舞龙、舞狮、功夫、粤剧表演
引来阵阵掌声……红条幅、红灯
笼、红围脖，洋溢着欢乐佳节的
喜庆氛围。

古通济桥是佛山最早建造的
桥梁之一，于明朝天启年间建

成，桥名寓意“桥以通济名，必
通而后有济也”“以正义通，以
亨屯济”。后逐步形成了“行通
济”习俗。

“‘行通济’已有300多年
历史，是本地最具特色和影响力
的元宵节活动，也是广东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佛山市禅城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芳
说，每到元宵，家家户户手持生
菜、风车、风铃等由北到南走过
通济桥，寓意消除烦恼、顺风顺
水。

向上向善是流传在岭南文脉
里的基因。

古东晋时，客家人文始祖程
旼带头兴办公益、改造山川、教
化乡里，因德行高尚获得南齐齐
高帝萧道成仰慕，将其所在的县
命名为“程乡县”。程旼也名列
广东“古八贤”。

今年春节，取材于岭南民俗
文化的舞剧《咏春》不仅登上了
龙年春晚，还火到海外、风靡全
球。广东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
所所长詹双晖认为，《咏春》的
成功在于传递了岭南文化的向
上、向善、刚健，彰显了岭南文
化的独特魅力。

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
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
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
力量。

在24日举行的“2023佛山
向上向善影响力年度盛典”上，
一批热心慈善的组织和个人在万
众瞩目下接受了政府部门和社会
公众对其善举的赞誉。

佛山市文明办负责人说，今
年是佛山向上向善影响力年度活
动举办的第12年，推荐宣传这
些人物、组织、机构是为了传递
乐善好施、昂扬奋进的文化力
量，涵养塑造“人人向上、人人

向善”的城市气质。
从2013年开始就全职投身

公益的王治勇说，菠萝救援义工
组织开始只有28人，现在已经
有2835人。他说：“向上向善是
藏在岭南文化、中华文明血脉里
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不认识的人
来捐款，用各种方式支持我们的
义工服务，这是我们前进的动
力。”

料峭春风中，花市灯如昼。
向上向善的文化，在通济桥上清
脆悦耳的风铃声里，在元宵佳节
欢声笑语的祝福里，在不时拿来
扫码捐款的手机里。

从家庭祈愿到家国公益，
“行通济”在新时代有了更丰富
的传承。

在“行通济”现场，不时可
以看见红色的慈善捐款箱，通济
桥上每隔几米就可以看到背着募
捐包的慈善会志愿者。

佛山市文明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从2012年起，公益慈善元
素就融入了“行通济”的传统年
俗中，成为佛山文化的一种特
色。“行通济”慈善活动最高时
曾获千万元捐款。

有个人、有组织，有民间力
量、有政府机构，行善举传爱心
蔚然成风。

一直坚持无偿献血的冼飞球
获得“2023佛山向上向善影响
力年度盛典”年度个人奖。26年

来他献血量累计达15.6万毫升，
相当于37个成人的血液量。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颁布，正在一家公司做
车辆检测员的冼飞球参加公司组
织的献血，自此开始献血善行。

如今已52岁的冼飞球还坚
持只要身体没问题就每月去献血
的习惯，还带动女儿坚持献血。
他说：“每次看到需要血液的病
人家属期盼的眼神，我就能感受
到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互助团
结是有力量的。”

参与过河北涿州等地救援、
累计服务达732195小时、收获
96封感谢信和653面感谢锦旗的
佛山市菠萝救援服务中心获得了
年度组织奖。成立12年来，该
组织致力于险情、灾害的人道主

义救援和爱心公益传播。
“做公益就是怀着感恩的心

去帮助更多的人。”菠萝救援队
队长王治勇说。

善举汇流，善风更盛。今年
2月18日，佛山启动“绿美佛山
1人 1天 1元”慈善基金行动，
倡导每人每天捐出1元，到24日
晚已收获捐款567万元。

经常参加公司组织的党员义
工队的冼飞球说，参与公益的人
越来越多，行善的氛围也变得越
来越浓。

“今年元宵适逢周末，参与
市民更多，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现
场和网络募捐活动，希望能传递
出乐善好施、济世扶贫、通济天
下的精神。”刘芳说。

活动现场人流交织。/佛山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摄

“行通济，冇闭翳”

济世扶贫 通济天下

岭南文脉向上向善

对于招商引资，杨艳生有着
深入的思考：“不仅要靠优惠政
策，更要靠精准服务取胜。”

具体怎么干？杨艳生带领团
队打出“组合拳”：发挥顺德商协
会和企业家联系广泛、资源丰富
等优势，加强以商引商；建立家
电产业“链长”“链主”双链驱动
机制，靶向以链引商；发挥广东
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搭建高水
平合作发展平台，强化以侨引
商；加强地区之间、政企之间的
招商协同和联动，不断探索联合
招商的方法路径。

近年来，杨艳生先后引进深
圳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总
部、广州同方瑞风总部及生产基
地落户顺德高新区。

项目不仅引进来，还要争取
尽快开工、尽快投产、尽快达
产。其间，为了解决鑫汇科营业
证照问题和同方瑞风迁址事宜，
杨艳生一边密切联动市监局、金
融局等部门打通绿色通道，一边
又与相关部门搭建“智囊咨询平
台”，为企业办证、迁址提供最专
业的技术支持。最终，鑫汇科拿
到了佛山市首张制造业“一照多
址”营业执照，同方瑞风也成为
顺德首例在 IPO阶段仍能迁址落
户的招商项目。

对于企业扬帆出海“走出
去”，杨艳生也一直在摸索实践。

为了帮助企业抢订单，杨艳
生组织同事编辑高新区《企业地
图》，通过完善各企业资源信息，
以“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
就是产业链”的方式，首先在高
新区内扩需求、找订单；同时抢
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机遇，主
动链接湾区产业联盟等资源，组
织企业参展广交会、智博会等大
型展会，组团抢订单，打开新销
路，广受企业欢迎。杨艳生还通
过举办“企业投资海外分享会”

“外资银行分享会”，整合全域服
务链条资源，帮助企业开拓海外
特别是“一带一路”市场。

在杨艳生及其团队的共同努
力下，截至2023年9月，佛山高
新区顺德园已经集聚高新技术企
业1137家、高成长企业101家、
上市企业27家、“专精特新”企业
374家。2023年，顺德高新区工
业总产值同比增长超27.2%，固定
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超178.24%。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
做，不怕千万事。”这是杨艳生的
座右铭。“我要继续扎根岗位苦干
实干，在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发光
发热。”他说。
（文/南方+记者王聪 通讯员粤组）

“企业困难时拉一把，快速发展时推一把”

顺德，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
四小虎”之一，被誉为“中国家电
之都”，近年来也遭遇“成长的烦
恼”，一些传统制造企业面临转型
升级难题，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

杨艳生从事基层公务员工作至
今20年，一直都在顺德，练就了
懂经济、重服务的“硬本领”。“企
业总会遇到各类难题，包括理念、
技术、金融、产业链等层面，许多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分类
施策、系统推进。”他说。

杨艳生带头做企业“服务专
员”。组织举办“高质量发展大讲
堂”，实施高新区企业“娘家计
划”，成立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会，
推动全省首个高新区与深交所科交
中心携手探索科技、资本、技术合作
新模式，联合顺德农商银行为科创
企业、科创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金
融服务，推动50多家单位构建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共同体……2022
年，他到佛山高新区顺德园（顺德
高新区）后，很快拿出“一揽子”
举措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在企业困难时候拉他
们一把，在企业快速发展时候推他
们一把。”这是杨艳生经常说的一
句话。

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困扰中
小企业发展的难题。杨艳生先后走
访 30 余家顺德区金融机构和近
100家企业，创新建立企业金融顾
问制度，设立顺德区综合金融服务
平台，开展“百家金融机构对接万
家民营企业”，牵头制定企业信贷
风险补偿金和企业应急转贷资金政
策，推动近5000家企业纳入顺德
区政策性金融产品扶持企业库，帮
助不少企业渡过难关，走上发展

“快车道”。
上市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一

步，但很多企业负责人觉得上市遥
不可及。为了帮助企业打消疑虑，
杨艳生把最近10年全国企业上市
的近千本招股说明书相关内容全部
看完，按法务、业务、财务三大板
块认真梳理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
方法路径。同时，他带领同事开发
企业上市信息系统，编辑《企业上
市工作指引》，收集300多家上市
后备企业的信息，以一问一答形式
解答企业负责人的疑问。他还推动
多个职能部门同时开展并联审批，
实现区级审批时间比原来缩短三分
之一，共参与推动 25 家企业上
市，见证了佛山两家世界500强企
业的诞生。

“招商引资要靠精准服务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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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艳生（左一）在走访企业。/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