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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成长感动

招募 10 名队员、上岗 39 天、服务 723
小时，这组数字构成了陈文成和他的台湾
青年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队的北京冬奥志
愿服务记录。他们的服务站点位于北京海
淀区紫竹院公园东门，在这里10名台湾青
年发挥创意，推出一系列带有两岸和中华
传统文化元素的趣味活动，吸引近4万人次
观众参与。平平无奇的站点因此成为网红

“打卡”点，甚至成为两岸交流的窗口、志
愿服务的窗口。

在云分享活动现场，台湾青年冬奥城
市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中央民族大学舞
蹈学院台生林家萱说，虽然志愿服务很辛
苦，但在其中她感受到荣誉与自豪，收获
了成长与感动。“穿上这身志愿者制服，当
一个人时，我就是一朵雪花，当我们站在
一起，就是一片浪花。”正是这无数雪花组
成的浪花，用笑容温暖了人心。4月7日，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特别致信北京2022年
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者，对他们的付出
表示钦佩和感谢。

“当志愿者放弃舒适生活，服务他人、
燃烧自我时，这些个体不仅不会因为融入
群体而失去色彩，反而更加闪耀、更加光
彩夺目。”清华大学台生苏雍竣是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赛事志愿者，他感慨道，这
段经历给他留下许多感动，也教会他拥有
一颗同理心。

“参与北京冬奥会，是我一生难忘的宝

贵回忆。奉献志愿服务，是延续一生的精
神收获。2022北京冬奥使我感受到了志愿
服务的快乐，收获了温暖的两岸友谊。”陈
文成由衷为祖国成功举办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冬奥盛会而感到骄傲自豪。他
表示，北京冬奥精神令人鼓舞，台胞应更
加主动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
潮中来。

搭建交流桥梁

“目前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志
愿者突破了449.3万，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
20.5%。”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副主
任、副研究员曹仕涛在活动中表示，志愿
服务已成为北京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已成为市民共识。而在宝岛台湾，志愿精
神也早已深入人心，“当志工、行善举”蔚
然成风。志愿服务正逐渐成为两岸沟通交
流、增进了解的桥梁。曹仕涛说，在京台
胞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200人，台胞参
与的志愿服务项目超过500个。

北京冬奥志愿服务的美好经历，让苏
雍竣对两岸交流有了更感性的认知。“雪花
虽小，但千万雪花汇聚可以化作春天的甘
霖；浪花虽小，但顺应浪潮奔流入海，就
能激荡起两岸和平发展的大潮。”他希望通
过志愿服务，在两岸交流中化作不畏困难
的浪花、带来温暖的雪花。

林家萱也是一样，冬残奥会志愿服务
结束后，每隔三四天都会浏览一下志愿北

京信息平台，查看是否有适合自己参加的
志愿项目，希望能为更多人带去帮助。“冰
雪点燃热情，青春闪耀光芒。感谢城市志
愿者经历，让我与更多人分享对冰雪运动
的热情。”她说。

陈文成则观察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过程中，许多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加
入志愿者队伍，为自己所在社区提供服
务。他自己还曾被评选为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虽然做的
事情很小，但这份跨越两岸的力量很温
暖。”未来，他还会继续投入各种志愿服
务，而且希望带动更多台湾青年参与进
来，搭建起更多两岸交流的桥梁。

凝聚同胞情感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的精彩回
忆，镌刻在两岸同胞心中，余韵绵绵悠
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岛内学生无法
参与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但许多在北
京求学的台湾学子有机会加入其中，感受
到无上荣耀，我为这些志愿者感到开心。”
云分享活动中，台湾辅仁大学教师黄柏芳
代表参加活动的40多名同校师生，通过视
频表达了岛内同胞对台湾青年在大陆参与
志愿服务的支持。同时，他也期待以此为
契机，推动两岸志愿服务继续向前发展。

黄柏芳的期待，正是两岸同胞的共同
期待。曹仕涛在活动中也说道，志愿服务
是两岸共同的光荣事业，真诚期待两岸志
愿服务更加蓬勃精彩。他还透露，第三届

志愿服务交流大会正在筹备中，希望到时
台湾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志愿者代表可以参
加并介绍经验。

“两岸青年在北京冬奥会这样世界级的
盛事中共同做志愿服务，互相交流、交
往、交融，找到共鸣，这对于深化‘两岸
一家亲’理念、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都有很大现实意义。”台盟中央常委骆沙鸣
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受访时建议，在乡
建乡创、社区营造、两岸社区融合发展等

领域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参与大
陆社会实践，营造两岸青年的共同记忆，
凝聚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

冬奥落幕，精神永存。还记得1个多月
前，台湾青年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队在结
束服务时向北京市民依依不舍道别，青年
们在服务站门前留下最后一张合照，他们
大声喊着：“服务没有终点，两岸同心一起
向未来，我们不说再见！”这一声响亮的青
春呐喊，将久久回荡在海峡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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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灵犀

“志愿精神是小火花、是种子，我愿在两岸交往中发扬志愿精神，增

进两岸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在日前举办的“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

会志愿服务云分享活动中，台湾青年冬奥城市志愿服务队召集人、北京大

学体育教研部教师陈文成这样谈及自己的感受。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志愿蓝”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

京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也热情参与其中，贡献青春力量，充分展现两岸中

华儿女的团结与奉献。在由台盟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

这场云分享活动中，京台两地视频连线，多名台青冬奥会志愿者重温那段

难忘经历，并表示在“后奥运”时代，将继续弘扬践行北京冬奥精神和志

愿精神，积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一起向未来”。 ▲ 台湾青年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和其他冬奥城市志愿者一起与“冰墩墩”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位于澳门老城内街的夜呣街对于外
地游客而言，是条“隐世”的小街。每
日下午，人们很容易就顺着炭火烘烤的
香气，找到“最香饼家”。

创办于1957年的“最香饼家”以手
工炭烧杏仁饼闻名，如今在夜呣街有两
家店面，一家每天现场制饼，另一家则
是对外售饼的店面。

“之前是外公李继煜做饼，外婆黎爱
珍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去卖。到了上世
纪70年代有了一些本金，就买了夜呣街
的店面，传承到我妈妈、舅舅这一辈。
2020年，‘最香饼家’获得澳门特色老店
称号，在政府资助下我们盘下现在这个
店铺，之前的店铺变成工厂。”在“最香
饼家”店铺内，第三代传承人谭思颖说。

“最香饼家”的镇店产品包括：粒粒
杏仁饼、鲜奶核桃饼、蛋黄肉心杏仁
饼、虫仔饼、蛋卷等。这些饼的特点是
入口甘香松化、饼粉幼滑。

下午 1 点左右，制饼店铺大门开
启。绿豆粉、糖、水、花生酱按比例搓
好，师傅们在如小山般的粉末原料中倒
入植物油，混合成型。接下来，他们灵

巧地在模具中撒入杏仁碎粒，再倒入粉
末，压实后轻轻一磕，一排印有“最
香”字样的杏仁饼便留在了竹篓上。另
一边，老师傅在做传统蛋黄肉心杏仁
饼，咸蛋黄搓匀再薄切至透明，肉心切
成薄片，包入饼内。

一摞摞竹篓在炭火上烘焙，饼慢慢
从乳白色变成微黄色，杏仁的香味也逐
渐溢出。慢火烘烤半小时后，师傅将杏
仁饼移开冷却，随后便可以包装起来，
送上隔壁的货架。从磨粉打饼、烤饼到
包装，所有环节均由人手包办。

杏仁饼是澳门手信的代名词之一。
在口岸、机场，游客们几乎人手一份。
他们大包小包提着的各种澳门糕饼，有
的来自大工厂制作，也有的来自“最香
饼家”这样的家庭式作坊。几十年来，
这种“手工制作，炭火烘焙”的香味，
源源不断吸引着游客。

从广州来的苏氏姐妹慕名找到“最
香饼家”。“我们看大众点评上说这个饼
家传统、纯手工，找了很久，问了很多
人才找到这里。”苏女士说：“我们喜欢
传统、手工的做法，特意买一点回去吃

以及送亲友。”
澳门市民黄先生是“最香饼家”的

老主顾，他说：“我这次买了原味的杏仁
饼、鸡仔饼送给内地朋友，支持本地原
创，这种老店已经不多了。”

谭思颖说，生意最好的时候，买饼
也需要排长队。现在因为疫情影响，游
客不如以前那么多。“因为是手工制作，
不像机器压制的那么硬，所以很多顾客
觉得更酥脆可口。”

作为第三代传人，谭思颖也在思考
如何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最
香饼家”推出了更适合年轻人的小包
装，也在考虑时机合适时向内地电商拓
展。不过，传统味道和纯手工制作依旧
是这家老店不变的内核。

“‘最香饼家’最大的卖点就是传
统和手工。我们保持这份初心，不冲数
量，保证品质，保留澳门的特色。”谭思
颖说。

2020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杏
仁饼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
单。文化局表示，杏仁饼作为传统唐饼
的特色种类之一，是中华饮食文化在澳
门传承发展的重要体现，其形象更成为
澳门的美食文化符号之一。

历经一甲子传承、三代人的坚守，
店内“最香饼食”匾额上四个大字虽已
褪色，但本土的原味依然传承……

“杏仁饼是澳门的非遗，好想保留下
去，让更多人认识澳门的文化名片。”谭
思颖说，也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更多的
人能够来到澳门，光顾“最香饼家”。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李寒芳、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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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台生林家萱（左）在担任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
者期间，鼓励小朋友体验桌面冰壶游戏。 中新社记者 侯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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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松山市政公园综合广场整体优化工程近期完工，修葺一新的
儿童游乐场引入多款新式游乐设施，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到场游
玩。优化工程还翻新并增加了场内遮阳设施、更换节能照明系统、周
边的绿化景观等。澳门市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按实际情况对各公园
设施进行优化改善，增加市民休憩游玩空间。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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