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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6月21日电（记者周文其、王茜、张雅诗） 对
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香港科技界多位专家十
分兴奋。他们表示，近年来，随着国家在航天领域取得多项重
大成就，香港青年对探索太空的兴趣日益浓厚。很多青年都盼
望与国家航天专家面对面交流，了解航天发展最新动态。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健泉正忙着与其他办学团体合办暑期
航天兴趣班。“祝融号火星车传回影像，中国航天员成功入驻空
间站……这些成就点亮了更多香港中小学生的‘太空梦’，预计
这个暑期可以办20至30个兴趣班。”他笑着说。

1992 年成立的香港航天学会见证了香港青年对太空探索
逐渐感兴趣的过程。“2003 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
射升空，我们的会员一下子多了不少。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
学校请我们办一些航天方面的活动，满足学生们的好奇心。”
雷健泉说。

率领团队成功研制并交付“火星相机”的香港理工大学工
业及系统工程学系教授容启亮对此也深有同感。“很多香港青年
对探索太空很感兴趣，但以前他们有时会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
情。如今，国家在航天方面的成就让他们感受到以后有机会去
探索太空，因此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兴趣。”他说。

多位香港科技专家都对国家航天专家将赴港演讲感到高
兴。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为香港青年解答航天方面问题，了解
最新航天发展动态。

雷健泉说，很多学生都希望了解更多航天方面知识，但他
们没有太多机会和国家航天专家面对面交流。国家航天专家若
能赴港交流，将解答他们很多疑问，点燃他们探索太空的热情。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主任邱惠和说，近
年来，随着国家航天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将科幻与现实的距离
大大拉近，不少同学都希望能多学习一些航天科技方面的知识。

“近距离接触国家航天专家，向专家咨询感兴趣的问题，亲
身了解国家航天发展动态，可以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和
对航天参与的兴趣。”邱惠和说。

若以后想从事航天方面工作，需掌握哪些技能？多位专家
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邱惠和表示，航天科技需要掌握空气动力学、飞行器结
构、飞行器动力学及智能控制、航天推进、智能材料等知识。
有志于此的香港青年应打好基础，同时积极参加一些与航天有
关的项目。

容启亮认为，从事航天相关工作涉及很多不同领域。如果
年轻人想参与其中，他们就要从小开始关注各种高科技发展，
对不同科技范畴都要有一定了解。

多位专家还指出，特区政府应鼓励香港青年多与内地业界交
流，比如，特区政府可以探索与内地有关部门合作举办航天科技
竞赛等活动，鼓励香港的研究人员和年轻人参与。特区政府还可以多给香港学生提供一
些交流机会，鼓励他们到内地亲眼见证火箭发射，让他们对国家航天发展有更多了解。

“不仅是年轻人，也期望国家未来能让更多香港科学家参与‘探月’‘探火’等项目中。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积极申请。”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

共赏经典

“小时候我常常很生气，外公为什
么老和我抢电视！”当江苏省苏州昆剧
院的 《玉簪记》 在眼前亮相，广东东
莞常平台青会副会长王晨懿的记忆一
下子被拉回儿时。“外公是江苏徐州
人，很喜欢看昆曲。”王晨懿告诉记
者，小时候爷孙俩经常上演抢电视大
战，因为外公要看昆曲，不让她看卡
通片。“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外公是借
由昆曲思念他的家乡。”

在那个两岸隔绝的年代，传统戏
曲成为许多台湾同胞慰藉文化乡愁的
重要载体。台湾解严后的 30 余年来，
传统戏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点之
一。“苏州昆剧院和台湾、香港两岸三
地共同打造的青春版 《牡丹亭》，在
2004 年首度推出后，海内外反响非常
热烈，收获无数粉丝。”苏州昆剧院演
员严亚芬介绍，苏州昆剧院与岛内的
国光剧团等合作密切，每年都会赴台
演出、开展讲座，两岸昆曲人切磋技
艺，共同致力中华传统戏曲的“文艺
复兴”。

在苏州昆剧院的“昆剧传习所”，
台湾“90 后”青年演员魏晖倪穿上粉
红戏服，和老师一板一眼学起水袖
舞。她虽然在台南市长大，小时候却
在电视上看过昆曲 《牡丹亭》。翩然挥
袖间，魏晖倪对昆曲的记忆和兴趣被
重新唤醒。“他们的表演很细腻，眼神
一直专注地看着对方，互相之间的交

流饱含情感。”魏晖倪说，昆曲的古典
之美，有机会愿意再感受一次。

共鉴历史

“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油然涌上心
头。”走在南京市的近代历史景区，台
北小伙陈浩群写下此番感慨。身为微
电影编导，在大陆发展多年，走过不
少地方，可是来到南京中山陵，他还
是觉得有种特别的感触，因为课本里
的历史就在眼前。

“我记得小时候学到的，孙中山先
生是了不起的伟人；两岸同胞都是中
国人，我们都是华夏子孙。”陈浩群忧
心地说，这些毋庸置疑的事实，近些
年在台湾历史课纲不断“去中国化”
后，却被渐渐解构。之前台湾历史课
本里关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内
容，需要花四五个学期才能学完，现
在被压缩到四五页纸之中。“我的感受
是，台湾的历史课本、媒体甚至整个
社会氛围，都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
的政治操弄。在这种扭曲之下，我们
都失去了自己的坐标，连自己的根在
哪里都不甚清楚。”陈浩群希望两岸尽
快恢复正常交流交往，他也呼吁岛内
青年多来大陆走走看看，建立对中华
文化和历史的正确认知。

令“90 后”台湾女孩王姿净南京
之行最感震撼的，则是参观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心情十
分沉重，也刷新了我对这段历史的认
识。”她对记者说，在台湾的教育当

中，也曾经提到过这段历史，但是并
未有过详尽的描述。尤其纪念馆里长
串长串的遇难者名字，他们的遗像、
遗骨，侵华日军施暴的影像资料，让
人难受到哽咽。事实上，好几名同行
的台湾自媒体人走着走着就眼眶泛
红，回到住所甚至大哭了一场。

“我不由得想起了台湾那部著名的
电影 《赛德克·巴莱》，台湾人民曾遭
受日本殖民统治，也曾努力抵抗。回
顾历史，我们才能更加明白和平来得
多么不易，希望中华民族能够自立自
强，不再遭受欺负。”在她的社交平台
上，王姿净这样写道。

共享机遇

“我到过北上广等大都市，知道大
陆发展很快，可是没想到连淮安这样
的三线城市，也已经高楼林立、夜景
繁华，满富朝气。”当我们的采访车路
过淮安金融中心，车里小伙伴们纷纷
发出惊叹声，接连感慨。

据淮安市副市长王向红介绍，淮
安近些年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大陆台
资聚集的新高地，累计设立台资项目
1400 多个，总投资额突破 200 亿美元。
一批台企台胞为淮安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也分享了巨大发展机遇，取得在
岛内难以想象的成就。“淮安还设立了
专门的台胞服务站，台胞创业、就
业、生活问题都可以帮忙解决，真的
太棒了。”台湾自媒体达人蒋成圃说。

来到有“小台北”之称的昆山，

采访团里的台湾青年“拍客”都被夜
市的蚵仔煎、盐酥鸡、花枝丸等家乡
美食拴住了心。都说台胞“来了昆山
就不舍得离开”，自1990年首家台资企
业落户于此，昆山至今已吸引约 6000
家台资企业落户，10 万台胞在此安居
乐业。

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的台生陈
羽君心中有颗创业的种子，正好遇到
在昆山创业的老乡——昆山广联发通
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汉信，便抓
住他问了个够：“现在在大陆创业环
境 怎 么 样 ”“ 昆 山 有 什 么 独 特 优
势”……初次见面的两人推心置腹，
蔡汉信鼓励有创业梦的台青勇敢行
动：“大陆未来一定是市场‘兵家必
争之地’，现在昆山的创业环境、政
策比我们当初还要来得好，台湾年轻
人要早点来。”

每一名采访团里的台湾青年自媒
体人，都怀着一颗真诚热爱之心西进
大陆。原本在台湾科技公司当工程师
的何浩宇，辞掉工作选择到成都当一
名美食博主；台青梁中瀚放弃美国生
活只身到大陆创业，4次进甘肃推广藜
麦助力乡村振兴；王姿净希望疫情缓
和后，更多台湾朋友能来大陆看看，
多一些了解，少一些误解；魏晖倪渴
望能够将她看到的、感受到的、生活
的大陆，和台湾的家人朋友和粉丝们
分享……他们逐机遇而来，最后把心
也留在了大陆。在他们身上，记者看
到两岸交流交往正在不断开花结果，
两岸融合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台湾青年“拍客”看江苏——

两岸交流不断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汪灵犀

谈起两岸同胞交流交往，青年交流总是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些在大陆发展的台湾
青年，他们的工作生活到底是什么样，他们
眼中的大陆又是什么样？近日，记者跟随

“遇见美好江苏·寻星紫禁之巅”2021年两
岸媒体人大陆行联合采访活动，与20余名
台湾青年自媒体达人一同走进江苏。通过近
距离观察交流，在这些台湾“80 后”“90 后”

“00后”身上，记者感受到同为中华儿女那
种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更感受到两岸青年
加强交流、相互学习的强烈愿望。谁说台湾
青年都是“天然独”？在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大
潮中，有许多台青真诚期盼与大陆同胞敞心
沟通，希望两岸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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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书画展
本报嘉兴6月21日电（记者陈晓星） 由黄埔军校同学

及其亲属和全国各地黄埔同学会工作人员创作的百余幅书
画作品，19日在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文化博物馆展出，展
览题为“历史伟业 百年风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画展”。

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知庶在展览开幕式致辞说，
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黄埔军校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军事、
政治人才，它所铸就的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始终激励
着黄埔人，为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而奋斗。此次书画展包
括平均年龄90余岁的黄埔同学的作品近20幅，作品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的美好憧憬。

书画展由黄埔军校同学会、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

新华社上海6月22日电（记者潘清） 一
张蓝色的圆形小纸片，印有“上海市同仁医
院”，以及中英双语“我已接种新冠疫苗！

（I got my COVID-19 Vaccine！） ”字样。
此外，还有手写日期和时间：“2021 年 6 月
18日，11时45分”。

6 月 19 日，八旬高龄的台湾知名人士、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胸前贴着这张小纸片，通
过其在大陆社交平台“今日头条”账号“郁
慕明郁言不止”，以视频的方式称“昨天我
打了疫苗”。

截至22日13时，这条近8分钟的视频收
获了2.3万个赞和2057条评论。“粉丝”们纷
纷留言：“郁老，辛苦了！多多保重身体！”

“支持郁老！祝郁老安康！”
5月28日，郁慕明从台湾启程飞往上海

前，曾在机场录制视频并上传至上述账号。
“因为台湾疫情越来越严峻，疫苗又缺乏，
大陆善意给台湾同胞免费打疫苗，我在台湾
拖下去并不合适，所以搭飞机到大陆打疫
苗。”郁慕明在视频中呼吁台胞，为自己的
健康考虑，到大陆打疫苗。

抵达上海后，郁慕明按照大陆相关防疫
要求，经历了 7 天集中隔离、7 天居家隔离
和 7 天自主管理。期间先后进行了 6 次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6月18日，他前往上
海市同仁医院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医生会详细询问是否患有糖尿病、高
血压等等，问清楚了才会打。整个过程很顺
畅，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郁慕明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透露，间隔至少 21天后，
他还将打第二剂疫苗，完成整个接种流程。

虽然年事已高，郁慕明仍和两岸年轻群
体一样，热衷用视频和社交账号记录生活、
分享观感。抵达上海后，郁慕明的大陆社交
平台账号粉丝量激增。截至目前，“郁慕明
郁言不止”账号已经拥有 253 万粉丝，“抖
音”实名账号的粉丝也超过44万。

“我已经是‘网红’了！”郁慕明笑称。
6 月 20 日父亲节当天，郁慕明通过视频

叮嘱粉丝关注父母健康，呼吁“做两件顺手之
劳”，看到地上有水迹立即擦干防止老年人摔
倒受伤，餐盘用纸巾擦干油腻后再清洗以减
少用水量。21日，出生在上海的郁慕明在黄浦
江畔自拍了一段夜景，获得数十万播放量和
数万点赞，也收到网友呼应“欢迎回家”。

在大陆期间，郁慕明每天通过秘书发送
的台湾报刊截图了解岛内新闻，特别是疫情
状况。除了通过社交平台分享隔离生活和接
种流程，他还数次以对话和视频连线方式回
应台湾民众关切。

针对大陆疫苗“入台”受阻，郁慕明呼
吁台湾当局：“涉及到人民生命的问题，应
该抛开意识形态。”

台湾知名人士郁慕明：

我已在上海打疫苗

台商聚海口共商自贸港投资新机遇
据新华社海口6月22日电（记者严钰景） 以“融合创

新共赢”为主题的2021海口台商峰会22日在海南省海口市
开幕，300 多名台商、台资企业代表参会。本届峰会是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一周年、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公布实施之际举办的一次重要涉台经济交流活动。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通过视频向大会
致辞时表示，近年来，广大台胞共享祖国大陆发展机遇，特
别是前来自贸港考察投资的台湾同胞不断增多，投资领域也
越来越广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正在
成为台商投资海南的重点领域。

国台办经济局局长张世宏在开幕致辞时表示，大陆经济在
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带动两岸经贸逆势增长。2020年，两岸贸
易额达到2600多亿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第一次超过2000亿
美元大关。今年1-5月份两岸贸易额同比增长了约35%，初步估
计，今年两岸贸易额有可能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两岸经济融
合发展联系程度前所未有，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海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苻彩香表示，琼台两地在
农业、旅游、餐饮、医疗健康、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加深。截至目前，海南累计批准台
资项目达2035个，实际利用台资54亿美元。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既是海南自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广
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难得机遇，欢迎台湾各类专业人才
特别是青年才俊到海南创业就业。

开幕式上，长期致力于琼台经济、科技和人文交流的8
名台商获颁“琼台交流合作贡献奖”。

今年 7 月 1 日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
24 周年纪念日，届
时香港各界将举行丰
富多样的庆祝活动。
连日来，香港街头节
日气氛渐浓，100 辆
巴士 、50 辆小巴和 8
辆电车以“贺建党百
年 庆香港回归”为
主题装饰一新，穿梭
在大街小巷。图为一
辆车身绘有庆祝标语
及图案的电车经过中
环街头。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图为与黄埔军校同龄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
（右一） 观看展览。 陈晓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