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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 「品鑒嶺南」 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

走進人文園嶺走進人文園嶺 領略動人風景領略動人風景 都市繁華不止物質都市繁華不止物質
6月22日，第十三屆 「品鑒嶺

南」 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採風活
動走進深圳市福田區園嶺街道。
此次採風團由中國電影文學學會
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
黃亞洲為團長，成員包括著名作
家許輝、鮑十、林那北、衣向
東、盧衛平。作為深圳市最早建
成的街道之一，園嶺街道不僅工
商業態繁榮，而且文教體衛興
盛。在物質生活書吧裏，作家們
感受到書吧主人 22 年來的堅
持，商業圈的繁華，不僅是物質
的。作家們還到長城二花園調研
了 5G 智慧養老項目，並暢想
「老有頤養」 的幸福模樣。在有
「咖啡村」 之稱八卦嶺街區，作

家們喝咖啡、品甜點享受閑適的
午後時光，感受園嶺風情萬種的
咖啡文化。採風團還考察了深圳
市朗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點讚
了中國科技企業的不斷進取，也
肯定了園嶺在工業轉型升級上做
出的成績。最後，文壇大咖們還
在座談會上暢談園嶺印象，並用
筆墨丹青書寫了對園嶺的祝福。

張偉 姚志東 蔡易成

園嶺是深圳早年城市建設的樣板，建於20世紀80
年代。作為深圳最早建成的片區之一，園嶺見證了
深圳開闢工業區，發展 「三來一補」等電子、印
刷、服裝、商貿、娛樂、服務等行業嬗變及城市的
滄桑巨變。園嶺街道辦事處也是深圳市建成最早的
街道之一。深圳的繁華對於採風團的作家們來說，
早已不陌生，但在園嶺，作家們卻看到了商業圈的
繁華，不僅是物質的。

採風團到園嶺的首站是一家有 22 年歷史，名為
「物質生活」的書吧。書吧不大，麻雀雖小但五臟

俱全，並隨着歲月的變遷而更有情調。這裏賣書，
也賣咖啡；賣酒，也賣講座。物質生活書吧的主理
人孫嬌女士熱情地接待了採風團一行。

孫嬌介紹，店名取自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隨筆集
《物質生活》，其實是對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調

侃，書吧真正想做的是在一個追求物質生活的城市
中構建一個精神的空間。這家由深圳普通文化人開
設的書吧，20多年間舉辦了上千場的名家講座，藝
術展覽，親子課堂，美學沙龍等活動，成為白先
勇、梁文道、許鞍華等兩岸三地文化學者的交流驛
站。除了這些文化名家之外，更多常來這裏打卡閱
讀的是周邊的居民、學生。書吧已成為深圳文化活
動的指標性場所，並獲評 「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人
文書店」。 「有孩子在書吧聽了幾期關於海洋文化
的講座，開始愛上海洋，走向研究；也有學生因在
書吧裏舉辦了攝影展，並以此為敲門磚考上了中國
傳媒大學，現在已經大三的他正在幫助農村孩子，
拍攝這些孩子做的手工品，並拿到書吧作公益展
示，這就是社區書店的意義，孩子就如一束微光，
在書吧慢慢成長。」

採風團團長黃亞洲讚揚了書吧創始人的情懷，
他表示，二十多年，這塊被稱為 「深圳最美書
店」的精緻的礁石，在物質生活裏一直沒有沉
沒。 「希望有些堅定，有些理念不在漩渦中消
失；希望有些優雅的東西，不至於變成真正的 『
物質生活』。」

安徽省作家協會原主席、省文聯副主席許輝表
示， 「在深圳靚麗的經濟發展背後，也有一種可貴
的人文關懷，做書吧也許很難賺很多錢，但它卻能
給社區帶來溫馨與美好，這支撐了整個城市的向前
發展。」

物質資源總會枯竭，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一
度被視為 「文化沙漠」的深圳，卻也能生長出物質
生活書吧這樣的 「鏗鏘玫瑰」，這才是園嶺最珍稀
的、歷久彌新的、不隨時光變老的永恆財富。

細嗅書香 探訪物質生活書吧
二十二載堅守 只為守護每一束光

探訪完物質生活書吧，採風團一行來到了長城二
花園的睦鄰空間，聽取了深圳市智慧養老服務平台
建設和運營整體方案匯報。作為深圳的中心城區和
首善之區，福田區的養老服務及水平一直走在全市
前列，坊間也因此流傳 「養老在福田」的美譽。美
譽的背後，是看得見、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民生福
祉。

天威視訊智慧養老項目經理李帥介紹，智慧健康
養老平台利用科技平台為老人家提供遠程健康管

理、文化娛樂等服務。5G 時代，智能系統全天候
「無感」守護老年人，從睡眠質量到心率血壓均能

做出統計和判斷，隨時發現老年人跌倒、求助等行
為，防止意外發生。在深圳市福田區，已有老人率
先享受5G帶來的貼心智慧服務。

除了打造更多高質量的養老項目，深圳也在積極
探索科技養老服務模式， 「智慧養老」便是其中
的亮點之一。通過信息技術與健康養老的融合創
新發展，不僅豐富了健康養老產品及服務供給，

還提高了健康養老資源利用效率，為傳統健康養
老產業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轉型升級提供了
動能。

聽完介紹，作家們無不暢想 「老有頤養」的幸福
城市模樣。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詩歌創
作委員會副主任盧衛平表示， 「聽完5G智慧養老項
目的介紹，感受到深圳是一個特別適合養老的城
市，深圳作為一個年輕城市，這麽早就開始謀劃養
老項目，確實是走在全國前列。」

英國作家安東尼·特羅洛普曾說： 「世界上還有什
麼能比一張沙發、一本書和一杯咖啡更奢侈的
呢？」園嶺街道作為深圳建立經濟特區最早發展起
來的地區，四十餘年積澱所形成的獨特人文風貌，
使得園嶺街道在深圳版圖上麗影綽約，令人流連忘
返。

採風團一行來到了有 「咖啡村」之稱八卦嶺街
區，停下了匆匆腳步，在一家名為 「吉食」的咖啡
店裏，享受閑適的午後時光。作家們圍坐一桌，喝
咖啡、品甜點，輕奢片刻，感受園嶺風情萬種的咖
啡文化。作家們感慨：在忙碌快速的都市生活中，
竟然有這樣的 「慢時光」。

媚而不俗的異域小築星羅棋布，在融合外來文化
的同時，逐漸衍生出園嶺自身的文化符號。這正契
合了福田區在深圳各區中率先提出 「公共文化進商
圈」的理念，積極構建 「一商圈一特色」公共文化
服務模式。園嶺街道着力關注民眾的精神需求，架
構文藝 「漫」生活，潛移默化出一種高雅的氣質，
一種流行的風尚。

廣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文藝報刊社原社
長鮑十表示， 「來到園嶺能感受到一種樸素的 『煙
火氣』，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能夠停下腳步，喝
杯咖啡或看一本書，這才是張弛有度的生活。」

喝咖啡 品甜點 感受園嶺咖啡文化
都市生活亦可張弛有度

調研5G智慧養老項目
暢想 「老有頤養」 幸福模樣

採風團參觀考察朗誠科技並合影留念。

採風團在物質生活書吧合影留念。

鮑十暢談園嶺咖啡文化。

採風團團長黃亞洲在物質生活書吧自拍留念。

盧衛平仔細翻閱書吧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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