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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能安心发展事业”

走进玉溪市研和工业园区，台资企
业专晶精密钣金 （玉溪） 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迅速吸引了两岸媒体人的注意。
尽管是正午时分，宽敞的厂房内依旧忙
得热火朝天。

“今年疫情发生后，收到的订单数
量激增，工人基本没有怎么休息。”专
晶精密钣金公司负责人、台商李志明告
诉记者，公司目前主要生产导轨安全防
护罩、激光切割加工件、机械外壳钣金
等产品，这些都是维护口罩模具机正常
运转的重要零部件。

从 4月份至今，李志明的工厂月均
要为超过 400 台口罩模具机供应零部
件，总出货量大概在 3000 台左右。疫
情期间，工厂为无法外出的本地工人提
供了额外的工作机会，同时还对有意留
下的工人提供技能培训，为“保就业”
出了一份力。

2010年，李志明从台湾来到大陆发
展，此后他带着技术和管理经验一路

“西进”来到云南玉溪，不仅成为当时
工业园区内的第一名台商，还在这里落
地生根，当上了云南的“台湾女婿”。

谈起自己成功“单骑闯滇”的经历，李
志明总是会提到玉溪给过他的帮助。在工
厂落地伊始，园区方面不仅为厂房提供了
3年免租的补助，同时还积极对接上下游
企业，为原料“找来路”、给产品“拓销路”，
帮助企业度过最初的困难期。

“只要提出困难都会得到及时反
馈，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问题也都完
全不用操心，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心发展
事业。”李志明说，随着一系列惠台政

策的实施和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台商将
在大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

“环境好了，日子富了”

“看着这眼前崭新繁荣的新农村，
很难想象曾经落后的马房村道路只容一
辆马车通过，下雨天裤腿上都是泥巴的
场景。”行走在连片荷塘围绕的村庄
中，台青、媒体人高硕亨不禁发出这样
的感慨。

道路硬化、“厕所革命”、房屋装
饰装修……作为云南乡村振兴的示范
建设点和搬迁居民安置村，位于澄江
市抚仙湖畔的马房村在几年时间里一
改脏乱旧貌，依托田园综合体项目建
设，对村庄进行绿化、美化、亮化，
并配合抚仙湖保护治理工作在村内外
种植近千亩荷藕，成为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张名片。

环境变好了，日子就富了。随着慕
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马房村走上了
一条以民宿餐饮为主，农业观光为辅的
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凭借优美的环境资
源，马房村不仅早早摘了“贫困帽”，
2019年人均纯收入更是达到1.69万元。

正如村民们所言，如今的马房村
“吃饭喝茶斗地主巴适，住店观湖晒太
阳安逸”。闲暇之余，村民们还依托党
群服务中心定期组织开展马房人才沙
龙、抚仙湖农民读书会等活动，搭建各

类人才交流平台，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在曲靖市会泽县金钟街道三家塘

村，村民的日子也如这里种植的草莓一
样，愈发红火。三家塘村地处高海拔山
区，适宜的光照和气温令这里的草莓丰
产期长达8个多月。

“‘草莓致富’靠的不仅是山好水
好，技术和经营同样重要。”金钟街道
办事处主任张德山告诉记者，村里现在
充分发挥草莓产期长的优势打“时间
差”，通过冷链技术将草莓进行保鲜储
存，待到反季时再经电商销售，同时将
采摘后剩下的茎叶加工为饲料和有机
肥，全面提升作物整体收益。

看到山区村民日子越来越好，曾在
台湾从事偏乡教育工作的台青、媒体人
苏子睿倍感振奋。今年 10 月，他将和
其他几名台青一起奔赴甘肃、宁夏等地
驻点扶贫工作。“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微
薄 之 力 给 乡 村 的 孩 子 带 去 知 识 和 帮
助。”苏子睿说。

“我们将有6个世界第一”

“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大的在建工
程，没有之一。”站在白鹤滩水电站834
平台上，台青、媒体人吕绍园被眼前的
景象所震撼——数百米高的大坝巍然耸
立在湍急的金沙江之上；自动化缆机在
高空穿梭自如，为坝顶工人精准投放建
材和物资……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巧
家县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境
内，为在建规模最大、建成后仅次于三
峡水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是我国

“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多年平均发
电量将超过 600亿千瓦时，相当于北京
六成人口的全年用电量。

“我们的水电站将拥有 6 个世界第
一。”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志林介
绍，白鹤滩水电站的主要特性指标均位
居世界水电工程前列，并将在地下洞室
群规模、百万级单机容量、300 米级高
坝抗震参数等6方面创下世界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白鹤滩工程不仅
技术领先，相关技术指标更是依托自
主研发。汪志林表示，在历经三峡工
程和乌东德工程后，我国水电技术已
经完成从“跟跑”“并跑”再到“领
跑”的转变，水电建设技术和质量均
是世界一流水平。

在配合“西电东送”之外，白鹤滩
工程还兼顾防洪、航运、拦沙等综合
效益，并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
移民群众脱贫致富提供宝贵机遇。目
前白鹤滩工程已为当地带来近 1万个就
业岗位，建成后还将带动当地上万亿元
的GDP。

高硕亨表示，非常有幸能够亲眼见
识白鹤滩水电站的“大与美”，希望未
来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这里，感受祖国
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两岸媒体人云南行”见闻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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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0
两岸媒体人云南行”联合采访
活动近日于白鹤滩水电站圆
满落下帷幕。在 10 天的行
程里，来自两岸 10 余家媒
体的近30名媒体人深入彩云
之南，走访深山小寨，在用
脚丈量壮美山河的同时，亲
身领略祖国大陆在乡村建
设、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的
卓越成就。

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
语文课上。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
语文课上。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10月13日，搭载“蛟龙号”的“深海一号”船顺利完成2020年度南海专项设备海试第一航段，靠泊深
圳参加即将开幕的2020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同时参加此次海博会的还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重型自航
绞吸船“天鲲号”。图为深圳蛇口太子湾游轮码头，记者在“蛟龙号”旁采访。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本报香港10月13日电（记者连锦添）
香港葵青发展义工团近日联同多个团体举
办送温暖活动，以登门探访的形式向葵青
区居民派发福袋，目标是让1.5万户居民受
惠。主办方表示，香港疫情持续，给小区
带来很大冲击，期望尽量汇集力量，把关
心和祝福送到小区内有需要的居民手上，
共建和谐小区，。

这是葵青社团共同举办的“葵青贺国
庆小区喜同乐”系列活动之一。10 月 12
日，主办方选择全港首栋发生过疫情的大
厦作为送暖活动首站。葵青发展义工团主
席叶长春与葵青民政事务专员郑健、葵青
警区指挥官谢振中以及协办团体葵青工商
业联会、香港工商总会葵青分会的代表，
一起到该大厦多个家庭慰问。

较早确诊新冠肺炎并治愈的欧阳先生
说，主办方登门交流，了解居民真正所
需，又送上抗疫物品及日用品，令他倍感
温暖。他说，至今对当时住院 50天的经历
心有余悸，但相信只要大家齐心抗疫，疫
情总有结束的一天。

一直协助该大厦居民的民建联区议员
梁嘉铭表示，葵青区屋邨住户多为老人，
在疫情期间尤其需要支持和关心。当前香
港疫情仍未完全受控，他作为区议员，除
了继续提醒居民做好防疫，亦愿意与各界
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士。

叶长春说，葵青发展义工团在今年初就
成立了抗疫团队，负责实施小区的抗疫活
动，同时一直商讨如何在疫情下举办国庆活
动。今年他们举办书法比赛、足球赛、抖音
短片创作比赛等，希望不同年龄的居民都能
参与。

郑健表示，葵青民政事务处在活动中
担当协调及统筹角色，负责安排及场地
等，也提供信息及解难方案，细节部分则交给小区组
织处理。他认为这种合作关系行之有效，政府机构与
小区组织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可以更有效地开展社
区服务。

10月的香港，空气里有了一丝初秋的清朗。随着全港
中小学陆续复课，因疫情空寂已久的校园恢复了生机。

正是上课时分，沿着教学楼长廊行走，隔窗看到的
是一张张稚气的脸庞，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

“我国古代有个学者叫荀子，他说过一句话，‘锲而舍
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
琅琅的读书声从602教室传来，让记者停下脚步。

这是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 （简称“普
小”） 五年级的一堂语文课，教师李文绣正带领学生朗
读课文 《生动的一课》，并引导学生讨论语文中“引
用”的用法。师生间流利的普通话问答，不同于以粤语
或英语教学的其他香港小学，令人颇感新奇。

创立于2001年的“普小”是香港第一家采用普通话
作为教学语言的政府津贴学校，这样的普通话小学，全
港迄今不超过5家。

记者注意到，教室的第一排课桌上放着一个平板电
脑，正同步直播课堂内容。原来，这个班有 4位内地学
生，因疫情影响，他们目前在家通过网课学习。

“全校 700 多名学生，九成以上都是香港本地学
生。”校长陶群眷说。

课间，一年级的黄梓墨嫩声稚气地用普通话背诵起
唐诗 《静夜思》，小家伙骄傲地表示，这样的古诗词他
会背20多首了。

学普通话难吗？
六年级的黄詠希说，刚开始有点难，要多读多尝

试。现在的她尝到了学好普通话的好处，去内地旅行，
沟通交流完全没问题了。

同为六年级的林振滔在介绍自己姓名时，一口气组
了三个词——“森林的林，振奋的振，滔滔流水的
滔”。喜欢语文课的林振滔对学习普通话乐在其中，他
说老师有时候会配上动画，他们学起来觉得很有趣。学
会了普通话，“内地姐妹学校的同学来香港交流的时
候，我们可以更好地沟通，分享彼此在校园的生活”。

采访时，校园广播用普通话播放了一则通知。陶校长
告诉记者，每周一至三，校园广播都用普通话，周四周五
则用英语，“语言学习需要环境，以普通话为校园语一直
是我们坚持的办校理念”。除了用普通话授课，他们还通
过“中文缤纷日”、京剧、广播剧、讲故事比赛、儿歌和游戏
等多种方式创造语言应用场景，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在“普小”工作了约20年的副校长郭汉杰是语文老
师出身，至今仍任教五年级语文课。他认为，学好普通

话，不光是掌握一门语言工具，更是通过“先说后写，
以读带写”，提升学生语文能力。当学生习惯用普通话
听说及思考的时候，无形中减少了粤语翻译成书面语的
过程。老师们普遍反映，用普通话来教中国语文可以做
到“我手写我口”，学生作文更为通顺流畅，中文的阅
读理解能力也显著提高。

创办“普小”的办学团体是在香港数十年如一日推
广普通话的民间社团“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目标是

“天下华人是一家，人人都说普通话”。校监梁兆棠说，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符号，用普通话教学无形中会传递更
多的中华文化内涵。当今中国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学生只有更多地了解中国，才能更好地把握世
界，规划未来。

“普小”今年已进入建校第 20 个年头，迄今超过
2000名毕业生成了在香港推广普通话的“种子”和“使
者”，他们自己也从中获益良多。

今年 9 月，学校向 2002-2014 年度的部分毕业生发
函了解近况及就学、就业情况。在所有回复中，超过
91%的校友认同小学阶段的普通话学习，对就业及升学

“很有帮助”。
20年的教学实践如同一个大型教育实验，梁兆棠认

为，“普小”这个“实验”证明了，“这条路走对了”！
用普通话教学，特别是用普通话教中文这一教学模式在
香港是完全可行的，应该在全港大力推广，“普小”愿
为此贡献人才和经验。 （据新华社香港电）

“用普通话教学，这条路走对了！”
——走进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

陆 敏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3日电（记
者刘巍巍） 作为 2020 年戏曲百戏

（昆山） 盛典第一场下乡演出剧目，
由两岸合作排演的福建歌仔戏 （芗
剧）《陈三五娘》 12日上演，这也是
两岸戏曲界的又一次合作和探索。

元宵灯下的邂逅，抗拒封建婚姻
的出走，《陈三五娘》是一出广泛流传
于闽南文化圈的歌仔戏，讲述的是泉
州书生陈三随兄嫂广南赴任，路经潮
州，邂逅黄九郎之女黄五娘，一见钟情
决意求婚，几经曲折终成眷属的故事。

据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主任林德
和介绍，歌仔戏是中国348个地方戏曲
剧种中唯一根源于大陆而形成于台湾、
由两岸人民共同哺育成长的剧种，其发
展史可谓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缩影。

2019年，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接
到 2020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的演出
邀请后，随即对歌仔戏代表性经典作
品进行梳理排序，同时向台湾合作院
团咨询其可行性。经认真研究，双方共
同选择《陈三五娘》作为合作排演剧
目。“我们遵循各自风格特点，保留大

陆和台湾歌仔戏大同之下的小异，采
用分场演出方式交错进行，最后实现
舞台上的‘团圆’。”林德和说。

苏燕蓉是《陈三五娘》中五娘的
扮演者，亦是这出戏的导演。苏燕蓉
说：“作为两岸合作排演的经典传统
剧目，我们在保留、传承、融合台湾
廖琼枝传承本和大陆邵江海本、谢月
池传承本的同时，根据当代观众观赏
习惯，适当修改了一些情节，以更突
出每一场戏中人物的情感，增强戏剧
性，让戏层层推进。”

昆山戏迷张晶晶说，这是她第一
次欣赏歌仔戏，感觉很特别，无论是演
员的表演，还是台词、唱腔，既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又富感染力，十分过瘾。

两岸歌仔戏昆山“团圆”

““蛟龙蛟龙””亮相亮相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王宾） 针对有消息称
美国务院已批准对台出售三套武器装备，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13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停止售
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
当、必要回应。

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
七”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
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
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取
消任何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
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回应。”赵立坚说。

外交部回应美售台武器：

将 根 据 形 势 发 展
做出正当、必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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