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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真的很不容易”

从河南省济源市的小浪底水利
枢纽大坝远望，两岸绿树成荫，水
库碧波荡漾，不时有水鸟从空中俯
冲到水面觅食。蓄水后形成的广阔
水面，调节着库区及周边气候。当
地和下游植被覆盖率显著提高，形
成沿黄生态带。

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态。黄河安
澜，才能国泰民安。面对黄河水患不
断，大陆人民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奋斗精神，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等
一系列治黄工程，彻底改变了历史上

“九地黄流乱注”的灾害景象。
来自东森新闻云的任以芳，是

从事两岸新闻采访报道十几年的
“老鸟”，但见多识广的她依然感到
震撼。在她看来，小浪底水利枢纽
无异于跳动在古老黄河上的一颗年
轻而强大的心脏，均衡、协调并使
河流再生。而这背后，是大陆治黄
规划的长远性和持之以恒，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一切
真的很不容易”。

说到台湾，小浪底还有一段更
深的两岸情缘。1998 年央视春晚
上，正在北京旅游的台湾师生钟婉
琪、许煌昌和金老师把从台湾带来
的日月潭之水，汇入一线工程人员
带来的小浪底截流时首次通过导流
洞的黄河水，寄托了海峡两岸人民
幸福团圆的美好祝愿。

“家乡的石榴要开园了”

让两岸媒体记者尤其是台湾媒体
人感兴趣的还有大陆的电商扶贫。

9月24日，联合采访活动的两
岸记者一行来到济源市西南山区的
大峪镇，见到了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农产品的行家里手冯艳青。

在农村长大的冯艳青，大学毕
业后在外打工几年，2016 年回乡
创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购销，
并很快抓住了“互联网+”这个大
商机。2017 年她带领村民在电商
平台完成销售额达 216万元；2018
年销售额达500万元；2019年当地
有名的寺郎腰大葱滞销，她紧急帮
农户出谋划策，在 15 天内帮农户
销售大葱50万斤。

从安民到富民，是新时代发展
的必然要求，也是黄河儿女与时俱
进的深切渴望。电商扶贫借助日新
月异的“互联网+”浪潮，为按时
打赢脱贫攻坚战闯出了一条新路。
冯艳青告诉记者，她的团队现在拥
有５家淘宝店铺、１家京东店铺、
３家拼多多店铺。“这几天家乡的
石榴要开园了”，她和伙伴们已经
在为双节前的销售忙个不停。

任以芳表示，电商平台确实是
利器。台湾的农产品主要还是靠当
地农会去推广，电商还没有做大做
强。而大陆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
的市场规模让电商经济拥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现在好多产品更懂得行
销，也在环保和精致生产上做文
章，成为热门产品和口碑品牌，

“真的改变农民很多”。

“亲眼见识来得更真实”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千
唐志斋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唯一的
墓志铭博物馆，也是现存墓志石刻

的集中地之一。通过馆藏的 2000
余件墓志铭及近代名家书画石刻内
容，既可以了解黄河文化的重要分
支——河洛文化，还可以学习黄河
治理的历史。

许多人不知道，这个文化气息
浓厚的博物馆，牵连着特殊的两岸
情缘。

一切还要从千唐志斋的创建人
张钫说起。张钫是辛亥革命元老，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广泛搜集历
代墓志铭，在家乡铁门的私家花园
内修建了窑洞，将数千块墓志嵌入
墙壁，使之得以保存至今。

“现馆依托的就是张钫先生营
建的园林‘蛰庐’，但由于条件限
制，这些珍贵的志石只能存放在窑
室中，无法向游客展示。”博物馆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建设博物馆
新馆势在必行。

据悉，新馆的设计者正是张钫
的孙子张枢。张枢是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建筑设计
师，曾多次回豫探亲祭祖。听闻新
馆建设的消息后，他立马决定捐资
约100万元人民币，并利用专业所
长，免费设计。据悉，张枢的方案
将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与现有的

博物馆、张钫故居合成一个更加完
整的整体。

不仅仅是千唐志斋博物馆和小
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河南省台办
举办的这场采访活动中，两岸记者
还走进了洛阳偃师的二里头夏都遗
址博物馆，探索黄河流域夏文化的
孑遗；来到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
了解从大禹以降波澜壮阔的治黄
史，倾听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
泥埙的美妙演奏……

“以前只知道黄河的波澜壮
阔，今天来到河南才真正发现，
书上写的远没有亲眼见识来得真
实。”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特
派记者、目前正就读厦门大学的
李奕晴 说 ， 她 在 采 访 过 程 中 还
了 解 到 很 多 典 故 与 传 说 ， 了 解
到 黄 河 与 中 华 文 化 的 发 展 是 密
不可分的。

跨越历史长河就会发现，黄河
是魂，文化是根。台湾人素以“河
洛郎”自称。而河洛，就是指今天
的黄河和洛河之间的中原地带。河
南省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采
访活动的初衷，就是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

本报香港9月29日电（记者连锦添） 香港特区政府与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今天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中区军用码
头移交备忘录》，并举行移交仪式，香港中区军用码头正
式移交给驻港部队。

中区军用码头位于港岛中环，长150米，面积约0.3公
顷。根据香港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防务。据香港军事用地用途安排，中区军用码头是
须由香港特区政府为解放军驻港部队重置的军事用地及军
事设施。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驻军法》第十二条宣布，码头即日上午7时起划为军事
禁区，并交给驻港部队管理使用，其位置及范围已标示在香
港特区《受保护地方令》内。根据香港《公安条例》，中区军用
码头陆上范围内 4 座建筑物已列作禁区。公众人士必须遵
守法律，不可在未获授权下进入军用码头范围。

出席移交仪式的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港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
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解放军驻港部队
司令员陈道祥和政委蔡永中等。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中
区军用码头是香港特区须为驻军重建并供使用的最后一项
军事设施。今天特区政府把军用码头移交后，就全面履行
了我们有关的责任。“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充分彰显了中
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关系，具有重要
的宪制意义。”

她说，特区政府过去在不同场合已多次向公众说明军
用码头的背景及其军事用地的本质，相信香港市民会理解
军用码头不论何时都是用作防务目的的军事设施，其所在
地是军事用地，无论开放与否，其法律地位不会改变。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回归祖国 23 年来，驻军一直严
格按照基本法、驻军法和相关法例在特区履行防务职责，
爱国爱港，深得香港市民的爱戴，是保障特区长期繁荣稳
定的坚实后盾。她代表特区政府和全体香港市民，对默默
守护香港、关爱市民的驻军致以崇高敬意和由衷感谢。

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表示，接收中区军用码头后，驻军将一如既
往，严格依法使用管理，并继续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确保中区军用
码头的良好运作。同时驻军将保持爱港亲民的一贯本色，在防务工作允许
的条件下，适时开放中区军用码头予市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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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前夕，天气仍热，但台湾桃园修
复保留的眷村——马祖新村聚集的人群不
避湿热，无论是在室外听致辞还是在室内
看展览，都听了进去看了进去。由口述影
像、文物史料组成的“我家的两岸故事”
展 9 月 29 日在马祖新村开幕。“忘记历史
苦难的人，将是下一次苦难的受难者，所
有人不要忘记历史。”陆续将200多位老兵
骨灰送回大陆家乡安葬的高秉涵老人在开
幕式上说。

展览由沈春池文教基金会主办，展览
内容均来自基金会于2016年启动的“迁台
历史记忆库”计划，这个计划以记录整理
1949年前后抵台人士及后代的口述历史为
主，也记录对早期闽南、客家移民的口述
回忆，从个体的视角原貌呈现大陆移民台
湾的历史与生活。推动此计划实现的威京
总部集团沈庆京在开幕式上说：“我幼年
随父亲沈春池到台湾，亲身见证迁台人员
从暂居到定居、从磨合到融合的时代历
程。我遗憾这件事情做太晚了，很多前辈
凋零，这段历史记忆面临流失，所以发起
抢救这段历史。通过不同身份者的生活故
事，拼绘出两岸系出同源的轨迹地图，让
未来的人能够共体两岸一脉相连。”

据介绍，记忆库已记录了马英九、冯
明珠、刘国松、宋少卿、李艳秋等台湾各

界人士的口述故事。当天的展览是2020年
的首展，同题展览曾巡回展出，观众达 3
万人次。今年的展览包括迁台轨迹、我的
传家宝、人称纪实影片等。展览设在修复
后的眷村房舍内，进门便可见到老兵穿过
的“想家”上衣。在高秉涵1979年写给母
亲的家信复制品前，记者问老人是否原
件，他说，原件给老家山东荷泽收藏了。
信上写道：“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
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老人
告诉记者，他到台湾后只想两件事，一是
娘，二是家乡的食物。

今天的开幕式上，当然有远近赶来的
老人家，也有眷村的二代、三代和关注那
段历史与文化的各界人士。知名作家郭冠
英说：“自 1979 年大陆发表 《告台湾同胞
书》起，大陆在两岸关系上一直开大门走
大路，对两岸关系一些重要的人和事件，
我有一手的采访资料，可以证明台湾有些
人的诠释是错的。”

“我家的两岸故事”展览志工 （志愿
者） 金爱娣是 1949 年迁台人士的第三代，
她说，课本不教的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官
方不讲的不代表不存在，我呼吁意识形态
不要试图改变历史，让我们的历史好好保
存下去，传承下去。

（本报桃园9月29日电）

一起探寻大美黄河
——“龙的传人·相约黄河”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文/图

王屋山连着阿里山，小浪底连着日月潭。“龙的
传人·相约黄河”两岸媒体大美黄河行联合采访活动
9月23日到27日在河南举行。来自两岸的10余家媒
体，通过5天的紧密采访，一起探寻黄河安澜之美，
见证两岸同根情缘。

在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乡，当地黄河泥埙学习班的孩子们为参观
者表演。

9月 27日，2020京台社区发
展研讨会在北京市西城区和台湾
高雄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举
办。研讨会以“京台社区同心，
两岸抗疫同行”为主题，邀请两
岸社区治理、规划设计领域专家
学者、基层实践者和社区居民，
共同分享两岸基层防疫与社区营
造的典型经验和动人故事。

携手做好社区治理

京台社区发展研讨会已连续
6 年在北京、高雄两地举办，成
为京台两地社区交流合作、密切
情感的重要平台。本届研讨会聚
焦防疫常态化下的两岸基层社
区，关注后疫情时代的社区志愿
服务新方式、智慧养老与科技防

疫、公共空间提升与基层治理等
议题。

“ 建 立 群 防 群 治 的 防 控 体
系、进行全覆盖的精细化管理、
用心用情开展为民服务、运用科
技手段助力防疫。”北京市民政
局二级巡视员杨宝山从四个方
面，分享了北京社区防疫的相关
经验和体会。

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聂杰英
在活动致辞中说，西城区在街区
更新和基层防疫等方面积累了大
量经验，希望本届研讨会可以让
两岸社区工作者碰撞出更多智慧
的火花。

同题共答互相交流

高雄市社区联合发展协会理

事长刘高钿说，过去两岸交流非常
频繁，现在由于疫情原因，没法进
行更多面对面的交流和研讨。希望
借本次研讨会的举办，分享防疫和
社区管理经验。

在主题演讲环节，两岸专家
学者分别围绕台湾社区营造与防
疫实务、台湾社区安全促进与防
疫、北京参与式社区治理的模
式、社区自治组织培育与社区防
疫参与等进行了主题演讲。

两岸社区议事厅是本次活动
的一大亮点。借助社区议事厅这
一两岸基层民主协商的重要形
式，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两岸社区治理”这一议题，京台
两地10位实务专家和基层工作者
同题共答、互相交流。

云端互致中秋问候

此次研讨会是2020京台社区
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活动还以网络视频连线形式在北
京、高雄举办“明月千里寄相思
——2020京台社区中秋文化大舞
台”，京台两地社区民众共度中
秋佳节，共叙两岸亲情。

北京会场上，中央音乐学院的
台湾籍学生特意从学校赶来，参加
互动演出，并通过视频向台湾高雄
的乡亲们互致问候。同学们的器乐
合奏《台湾组曲》引起台湾会场的共
鸣，台湾同胞随之哼唱，陶醉其中。

活动在 《我们都是一家人》
的歌声中落幕。京台两地居民互
道祝福，送上节日问候。

分享经验 共叙亲情

京台社区工作者的“云切磋”
本报记者 张 盼

本报北京9月29日电（记者张
盼） 黄埔军校同学会29日在京举行
国庆中秋茶话会，黄埔军校同学会
会长林上元、副会长陈知庶以及部
分在京同学、理事、亲属出席。与
会人员共庆祖国71周年华诞，共话
两岸团圆，共祝民族复兴。

陈知庶代表黄埔军校同学会向
海内外黄埔师生及亲属致以节日问
候。他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
相连，两岸黄埔师承一脉、心系一处，
两岸民众真诚交流往来既是历史的
必然，更是时代的潮流。两岸黄埔同
学情缘深厚，师生情、同窗谊把两
岸黄埔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两岸
民间交流交往日益广泛深化。

陈知庶说，蔡英文当局上台后，

不断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台独”是绝
路，挟洋自重，铤而走险，只会给台湾
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两岸黄埔同
学和后人，在民族大义、历史大
势、国家利益面前，应同心携手，
勇于发声，积极作为，坚决反对外
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守护我
们中华民族共有的家园。两岸黄埔
人要做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牵线人、
推动者，引领更多台胞特别是年轻人
参与到两岸交流、融合发展中。

茶话会上，刘凡、汪纪戎、陈
正烈等理事、亲属结合新中国取得
的成就，围绕当前形势，就如何发
挥黄埔军校同学会作用、促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等作了发言。

在桃园听见
“我家的两岸故事”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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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国庆中秋茶话会

（上接第一版）

“尝一口童年回忆”

“沙嗲肉串、千层糕，走一单！”打开双
阳华侨农场侨二代黄秀丽的朋友圈，记者几乎
每天都能看到她制作的印尼小吃。隔着屏幕，
我们也能闻到这些美食的香味。

今年 1 月，记者来到双阳华侨农场采访，
黄秀丽现场为记者演示了印尼糕点的制作流
程：“这个糕点印尼语叫‘马达哈利’，因为长得
像蜂窝，中文名字叫‘蜂窝糕’。瞧，就是用手柄
把蜂窝形的模具先伸进混合了淀粉、鸡蛋液的
原料里，再把模具拎起来后放进热油里，一会
儿糕点就成型了。像不像钓鱼？”

当时正要过春节，所以黄秀丽忙得连轴
转。“这几天太忙了，微信订单一个接一个，得
做出好几百斤糕点。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满足
的尽量满足。尤其对于印尼归侨一代来说，尝
这一口小吃就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环顾黄秀丽家的客厅，茶几上、地上、
架子上，早已被鸡蛋等原材料和做好的印尼
风味糕点占据。

当记者来到社区的蔡金基老人家时，他连
忙准备咖啡招待我们。“看，这个雕塑是印尼
的国鸟，叫爪哇鹰雕。这个是印尼藤编的篮
子，透气防潮；这是印尼的糕点，香甜可口，
快尝尝……”他家中的印尼元素，让人目不暇接。

双阳华侨农场的归侨主要来自印尼巴厘
岛，该农场所在的双阳街道南山社区因而得
名“巴厘村”。而在距离双阳华侨农场 20 余
公里的南安雪峰华侨农场，归侨回国前大多
生活在印尼东爪哇省，“爪哇”二字对他们来
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记者在雪峰华侨农场采访时，李新妹老人
正在厨房准备午饭的食材，客厅播放着印尼音
乐。老人见到记者很兴奋，用带印尼腔调的普
通话和我们交流起来：“谢谢你们来关心我。我
正在‘煮爪哇’（意思是煮饭），要不要尝一尝？”

“来来来，我这儿有很多印尼香料，这个是
南姜，印尼特色。这个是香茅，香不香？”跟随李
新妹的脚步，记者在雪峰华侨农场的社区里转
了转，发现处处种着印尼的作物，青柠、黄姜、
菠萝蜜等。这些都是印尼菜所需的佐料。被作
物包围的，是一栋栋大气敞亮的独栋别墅。

“日子越来越红火”

“我住的这栋别墅有三层，客厅大，房间
多，住着很舒服。”李新妹老人感慨道，刚来到
这里时，大家都住的是土木结构的瓦房。“闽南
常下雨，所以那时候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
下小雨。屋内总潮湿，生活很不方便。”

李新妹居住条件的改变，得益于前些年
福建省启动的“侨居造福工程”。在各级政府
的资金、政策支持下，雪峰华侨农场的居民

们有条件的自建别墅，条件困难的低价租住
农场公寓。

而在双阳华侨农场，富裕居民住别墅、
普通居民住套房、贫困居民租公寓的多层次居
住体系同样得到完善，归侨侨眷都“住有所居”。

“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应该更多发挥余
热，参与志愿活动，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精
通印尼语的蔡金基，退休后经常参与农场和
印尼方面的民间交流活动，多次当翻译。寒
暑假，他会教社区的小朋友印尼语，引导他
们学习和承传社区的独特文化。

“虽然我们家的生活过得不错，但也有一
些归侨遇到困难。我应该多帮助他们。”在雪峰
华侨农场侨联主席张美忠家中，一张张表格列
着不同归侨的困难、生病情况和申请的救助等
事项，这些都是张美忠帮他们填写、申报的。

如今在雪峰华侨农场，“老有所乐，幼有
所学”。老人们经常到老年活动中心引吭高
歌，或在广场上身穿印尼传统服饰跳广场
舞，或到侨乡小学内的笼式足球场踢球。孩
子们下课后，可以到课后学堂接受老师的免
费辅导，到学校的菜园种蔬菜。而青壮年们
也能因此放下后顾之忧，安心工作。

“60 年前，祖国接纳了颠沛流离的我
们，让我们在农场安家；60年后，我们的日
子正越来越红火。感谢我的祖国！”双阳华侨
农场的林财峰老人动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