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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霓虹灯的丛林中转身，让双脚沾满泥
土……一条无穷之路，记录这时代最美的风
景。”今年3月，凭借一部讲述祖国内地脱贫攻
坚故事的纪录片《无穷之路》，节目主创、香港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持人陈贝儿入选“感动中
国2021年度人物”。

因为真诚与真实，节目自 2021 年播出后，
从香港到内地，好评如潮。拍摄之旅，增进了
陈贝儿对内地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她的职业生
涯赋予了新的意义……

“要让更多观众朋友知道祖国
内地的发展变化”

前不久，陈贝儿结束了在祖国内地超过半
年的旅程，开始为主持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文艺晚会作准备。走过内地的山山水水、登
上过“感动中国”领奖台……自2017年后再度
主持庆回归晚会，“回归”一词于陈贝儿有了格
外厚重的内涵。

“香港回归祖国那年，我刚好 18 岁，在家
里电视上看回归直播，见证了历史时刻。”陈贝
儿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满
世界跑的传媒工作者。

当得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提前 10 年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减贫目标”，陈贝儿十分感慨：“这样
的成就太惊人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由于
以前很少有机会到内地工作，陈贝儿对相关情
况不了解。内地脱贫攻坚成就让陈贝儿产生了
很强的求知欲，萌生了自己去看一看的想法；
当得知公司有意拍摄内地扶贫纪录片时，她果
断接下了任务……

陈贝儿坦言，自己是带着“一张白纸”的
心态到内地报道脱贫攻坚工作的。几个月的亲

身体验和所见所闻让她坚信：“要让更多观众朋
友知道祖国内地的发展变化。”

“内地为香港青年发展提供了
宽广的平台”

摄制团队一行5人、历时3个月、跨越6个
省份、深入10多个深度贫困地区，制作了12集
纪录片……镜头前，陈贝儿攀天梯、过溜索，
通过亲身体验把村民脱贫前后生活环境的巨大
变化呈现给观众；镜头外，她最喜欢和村民聊
天，品尝农家菜，分享他们脱贫后的喜悦。

“因为是亲身去体验、去经历，我更有底气
在镜头前说，这就是他们真实的脱贫故事。”陈
贝儿说，如果我们拍出来的故事能感人，那是
因为首先自己被故事里的人和事感动了。

《无穷之路》 在香港播出后不仅迅速走红，
还带火了一批农产品：云南的咖啡、海南的有
机茶、宁夏的葡萄酒以及广西融安的金橘……

“通过这个节目，香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
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优质的农产品，这也是做
节目的意外之喜。”经过这次拍摄，陈贝儿更加
清楚地认识到，人们虽然可以通过节目了解内
地的发展，但只有亲身到内地走一走、看一
看，才能建立起更直观的认知。

在很多场合，她都会建议香港的朋友多到
内地走走，“无论是喜欢美景还是美食，在内地
都能找得到。”

回顾自己这一路的旅程，陈贝儿认为，香
港回归祖国25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香
港市民发展的平台更大了，“内地为香港青年发
展提供了宽广的平台。我曾在广东肇庆遇见一
个开茶园的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圆了他在
香港难以实现的茶农梦。”她说，国家近些年出
台了很多支持港澳青年到内地发展的政策，看

到有那么多香港青年抓住了机遇，她由衷地感
到高兴。

“今后要用镜头拍摄更多精彩内容”

拍完《无穷之路》，陈贝儿经常会想起一些
人：四川大凉山悬崖村乐观阳光的某色拉博、
云南怒江一诺千金的“溜索医生”邓前堆、广
西刘三姐镇扶贫干部谢万举……于她而言，那
3 个月的经历不仅是节目的制作，更是一趟学
习之旅。“亲耳听到一个个普通人的脱贫故事，
我由衷惊叹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脱贫攻坚。”陈贝
儿说。

在陈贝儿看来，内地脱贫攻坚的故事之所
以能够在香港引发关注，除了对内地发展变化
的关心，很多人也从脱贫村民身上感受到共
鸣。她认为，人们面对困难不放弃、吃苦耐
劳、团结拼搏的精神，正是香港观众所熟悉
的，“就像‘狮子山精神’，是刻在我们骨子里
的精神特质。”

在内地的大半年间，陈贝儿以广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推荐官的身份录制了新节目 《传承之
路》，又跨越 9 个省份完成了 《无穷之路 2》 的
拍摄，还有一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目在路
上……陈贝儿说，“希望把自己当成一座‘桥
梁’，今后要用镜头拍摄更多精彩内容，让香港
年轻人进一步了解内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
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与荣耀。”

“ 记 录 这 时 代 最 美 的 风 景 ”
——访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持人陈贝儿

本报记者 冯学知 金 晨

本报北京7月 7日电 （记者任
成琦、柴逸扉）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 7 日表示，第十四届海峡论坛将
于 7 月 12 日起在福建举办，主会场
设在厦门，13日举办论坛大会。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组
委会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主
办单位代表，以及行业精英、社团
负责人、工青妇、乡镇村里、农渔
水利、民间信仰等各界嘉宾以不同
方式出席论坛相关活动。

朱凤莲表示，本届论坛延续“扩

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采
用线上线下结合、集中分散结合的方
式，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
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版块
43场活动，12场设区市活动，线下出
席论坛的台湾嘉宾约2000人。本届
论坛将继续关注并服务基层民众和
青年群体，携手台胞共同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率先同台胞分享发展机遇，
助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我们
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以不同方式
参与海峡论坛相关活动。

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国家深
化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香
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
展新动力的客观需要。香港要如何融入、从何
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
了最佳切入点。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
种货币条件下建设的。建设大湾区，关键在
创 新 。 通 过 坚 守 “ 一 国 ” 之 本 ， 善 用 “ 两
制”之利，大湾区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不
断向区域协调发展和改革开放新高地迈进，
开辟出一条体制机制创新的道路。在这个过
程中，香港大有可为。

从地理位置看，“香港—深圳—广州”构成
了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主轴，势必对周
边城市产生广泛辐射作用；从产业合作看，香
港的科研创新能力，深圳的新技术研发能力，
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制造能力和广阔市场，将形
成庞大网络，迸发出空前活力。可以预见，粤
港澳大湾区作为联接国内和国际循环的关键枢
纽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将推动改革衔接、
开放协同、发展联动，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

起一个对话、交流、合作的平台。
大湾区不但是岭南历史文化的地标，未来

更会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窗口、科技创新的样
板、金融服务的富矿、高水平人才的聚集地。
香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可能在 1100 平方公
里、750 多万人口范围内是难解的结，而在 5.6
万平方公里、8600多万人口的广阔空间里，就
有了更多解决之道。

香 港 的 价 值 ， 不 仅 仅 体 现 在 经 济 数 据
上，更体现在以国际化规则和文化为内核的
软实力。香港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维持简
单 税 制 及 低 税 率 ， 拥 有 非 常 公 平 的 竞 争 环
境。香港可以发挥国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
发达、高校资源丰富等优势，与内地的广阔
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结合起来，内联外引，
优势互补，积极参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充分利用“一国两制”
的优势，保持自己的特色，香港的独特作用
和地位就不可取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机缘。当改革开
放大潮初起时，那一代香港人抓住机遇，或跨
过深圳河北上投资兴业，或以香港为起点背靠
祖国面向世界，创出一片新天地。今天，香港

肩负新时代新使命，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更要
保持开放进取的奋斗精神。国家发展快，香港
和内地差距缩小，恰是香港增强自身活力解决
深层次矛盾的机遇；纳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恰是香港发挥独特优
势获得更大发展的舞台。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兴未艾，呈现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深圳经济特区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前海深港
合作区空前大扩容，深港口岸经济带开发如火
如荼，香港特区政府展开了“北部都会区”计
划。海天之间，深圳湾大桥踏浪御波，见证日
新月异的深港双城故事，见证新时代新征程的
湾区故事、中国故事。在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
辉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荣光。

（作者为深圳市政协党组成员，深圳经济特
区研究会副会长）

大湾区建设方兴未艾香港大有可为
陈 林

大湾区建设方兴未艾香港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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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7月 7日电 （记者
岳夕彤、齐湘辉） 7 日上午，台湾
多个团体代表在“日本台湾交流协
会”所在地举行集会，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85周年。

活动现场，各团体代表向抗战
中牺牲的将士和同胞表示悼念，并向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递交联署抗议
信。抗议信中呼吁日本记取历史教
训，并停止介入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
问题，不要破坏东亚和平稳定。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日等外国
势力介入干涉是造成当前台海局势
紧张的原因。近一段时间，日本一
些政治势力和政客妄称所谓“台湾
有事即日本有事”，意图以此为借
口，突破和平宪法，这就是公然介

入台湾问题。
参加活动的各团体在联署抗议

信中提出，外国势力的介入干涉，
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不会带来和
平。两岸中国人绝不会坐视外国势
力介入干涉台湾问题。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会长
萧开平在发言中表示，台湾遭受日
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世纪，台湾同胞
罹难、牺牲达数十万之多。历史可
以原谅，但绝对不可以遗忘。台湾
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长王正代
表年轻人发出心声，呼吁“要和
平”“社会要安定，年轻人要发展”。

参加集会并联署抗议信的台湾
民间团体还有统一联盟党、夏潮联
合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

第十四届海峡论坛将在福建举办第十四届海峡论坛将在福建举办

台湾多团体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

香港“同乡文化名胜展”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展览汇聚由香港28个同乡社团提供的各类别具地方特色的展品，其
中包括众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图为香港北京交流协进会会长施荣怀（左）介绍北京景泰蓝和京剧艺术。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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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7月 7日电 （记
者韦骅）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总
署联同本地 28 个主要同乡会，于 7
月 6 日至 12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

“同乡文化名胜展”，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颁奖所采用的绒线花束在
展会上亮相。

在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展厅，两束
绒线花束被摆放在台中央，引得游客
纷纷拍照留念。颁奖花束由北京冬
奥会官方赞助商恒源祥（集团）有限
公司设计，并组织上百名民间手工艺
人以羊毛绒线手工编结而成。

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秘书刘家润
介绍，该展厅的主题是“上海品牌与
国货文化”。选择绒线花束作为主打
展品，首先因为绒线花束既传统又新
颖，“海派绒线编结技艺”已在上海
流传了上百年，但颁奖花束是今年
年初闻名于冬奥赛场；第二，这花束
既平常又珍贵，虽然材料来源是平
平常常的绒线，但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期间使用的颁奖花束总共只
有 1251 束；第三，绒线花束采用融
合中外绒线编结手法的“海派绒线
编结技艺”，非常具有艺术性。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颁奖花束亮相香港会展中心

澳门大学生大运河文化主题实践活动近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启动。来自
内地8所高校的澳门大学生将通过实践，深入了解中国大运河水利、旅游开
发、运河工业、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知识，加深对大运河文化的理解和认
识，提升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图为澳门大学生代表正在参观大
运河展示馆。 庄文斌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7日电 （记者柴
逸扉）“两岸携手 城市更美——京
台厨余垃圾处理技术交流研讨活动”
7 日在北京和台湾高雄以在线视频
的方式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城市
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环保专家和社
区居民代表共聚“云端”，分享交流厨
余垃圾处理经验。研讨会上，两岸城
市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和环保专家
围绕厨余处理设施建设、设施运行与
管理政策标准、厨余资源化技术发
展、厨余再生产品应用等内容进行深
入交流，分享经验成果。

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今，新修
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已满两周年。两年来，在各方

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市生活垃圾居民
准确投放率达到85%，全程分类体系
基本建成，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大幅提升。

北京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北京市相关部门和各基层单位
多次组织考察团赴台，调研观摩台湾
垃圾治理经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京台两地继续通过连线方式，开
展垃圾分类措施的交流探讨。下一
步，北京市有关部门将持续组织活
动，加强京台在城市治理、环境保
护、垃圾治理等方面的交流，不断加
深两岸人民的联系和沟通，促进北京
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规范化水平。

京 台 两 地 在 线 举 办 厨 余 垃 圾 处 理 研 讨 会

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做大做强花卉产业，产品
销售至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美、东南亚等地区。图为在广州市白云区一家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花农正在整理盆栽。 吕华当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