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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江 观 察

9月1日，开学典礼，安排升挂国旗及奏唱
国歌；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分享抗日电影观后感、默哀悼念抗日战争
死难者……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向全港
中小学公布新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
历”（以下简称规划年历），并建议各学校参照
年历所列内容策划国民教育活动。这一措施有
助于全港中小学系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厚植
香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

规划年历包含 10 月 1 日国庆节、12 月 4 日
国家宪法日等17个重要日子，每个日子都列出
了详细的活动建议。例如2022年10月1日国庆
节，特区政府教育局建议学校举办庆祝活动，
设置展板介绍科技、交通等方面的重大建设成
就，安排学生就国家近期发展成果进行资料搜
集、专题研习和分享等。此外，规划年历还提
出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安排历史课讨论

“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影响、在国家宪法日
进行有关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知识问答等活动
安排。

曾经，反中乱港分子居心叵测，把国民教
育污名化，甚至炮制“毒教材”、推出“毒考
题”、用歪理邪说误导蛊惑香港青少年，害人不
浅。“黄师”（持反中乱港立场的教师） 们利用
课堂大肆宣扬“港独”思想、美化暴力行为，

散播“违法达意”“公民抗命”“仇警仇中”等
极端言论，怂恿学生做“政治祭品”“街头炮
灰”。正是受到这类思想的荼毒，一些心智尚未
成熟的香港青少年被黑暴势力裹挟而为政治

“献祭”，付出一生背负犯罪案底的代价。“修例
风波”以来，全港因涉及相关违法行为被捕的
人员中，逾四成是学生。这样的数据令人痛
心，为教育“排毒”，成为香港的当务之急。

青少年是香港的未来，是“一国两制”事
业的接班人，从小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
认同是香港全社会的责任。今天，随着香港国
安法的深入实施和“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
全面落实，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发展态
势不断巩固，香港教育也正迎来风清气正的时
刻。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拨
乱反正，纠偏改错，积极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
故事，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规划年历的制订，正是为了让国情教育内
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也能更好激发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正如今年元旦香港理工大
学举行升旗仪式、师生们着正装出席，仪式结
束后大家纷纷表示“看着国旗升起，一股自豪
感油然而生”，富有仪式感的体验式教育，效果
非纸上得来可以替代。

除了推出规划年历，特区政府教育局及香

港各界还推出了许多针对性强、能够让学生深
度参与的国情教育措施。例如特区政府教育局
近日向全港中学发出通告，表示将为高中必修
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公民科） 提供21条内地
考察路线；不久前，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成
立的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正式揭幕；“紫荆文化杯”
全港中小学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知识
竞赛总决赛暨颁奖礼日前在港举行……所有这
些积极举措，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
香港青少年从不同侧面、以多元方式了解祖国
的文化、历史和现状。

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
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相信随着爱
国主义教育在香港的全面推行，越来越多香港
青少年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认识
到祖国是香港最大依靠，是香港抵御风浪、迈
向未来的最大底气。由此，他们将可更好地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与时代同向、与祖国同行，
用实际行动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
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

让家国情怀根植香港青少年心底
柴逸扉

本报北京8月21日电（记者金
晨）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9日答记
者问时表示，台湾同胞是中国公
民，维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是我们
的职责所在。长期以来，我们始终
高度重视维护海外台湾同胞的安全
和正当权益，从提供领事证件服
务，到协助处理外国涉台民事纠纷
及经济、刑事案件，到遇重大紧急
事件撤侨等，祖国都是他们的坚强
后盾，为他们排忧解难。在海外的
台胞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及时联
系中国驻外使领馆寻求帮助。

有记者问：台媒报道，近期频

频发生台湾民众遭诱骗赴柬埔寨工
作被囚禁、殴打事件，引发岛内民
众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岛内有人
试图甩锅大陆。对此有何评论？岛
内民众希望大陆能够协助救援，请
问大陆方面是否会提供协助？马晓
光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
民众维护正当权益的呼声态度消
极，甚至企图编造谎言、甩锅大
陆，充分暴露他们不把台湾民众的
生命安全、利益福祉放在心上，凡
事搞政治操作、煽动对立、欺骗民
众的一贯伎俩。

国台办：

在海外的台胞遇到困难可及时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求助

黄河两岸两个壶口镇，一个位于黄河西岸
的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一个位于东岸的山西
省临汾市吉县。8 月 18 日，两岸媒体人黄河行
来到吉县壶口镇，黄河至此展示其万夫不当的
力量和果敢，咆哮而来，飞流直下，与暗礁和
巨石碰撞出冲天水浪，在水帘与轰鸣中奔涌而
去，留下震撼和礼赞！

“太壮观了！”台湾记者彭后磷说，原以为
黄河就是朴素的缓流的，没想到有这么惊天动
地的一面。他也被瀑布边激越的唢呐声吸引，
围着吹唢呐的乡村艺人录音录像。大山大河之
间，唢呐与吹唢呐的人一起恣意飞扬，在唢呐
的高亢和锣鼓的喧腾中，艺人们摇摆闪转，相
互比试，内穿的大花兜兜闪出黄土高原的一抹

鲜亮。其中一位艺人鼻插两把唢呐，伙伴们偶
尔闪出一个空隙亮出他的独奏，声音暗淡一
些，但沉郁内敛，丰富了唢呐的层次感。

两岸记者不满足于看热闹，请到吉县文化
馆馆长杨吉生在黄河边接受采访，打探吉县唢
呐的门道。听说有台湾记者，杨馆长说：“我们
吉县唢呐到台湾演出过。”杨馆长介绍，鼻子吹
奏的方式叫“鼻子插葱”，一口吹三支唢呐叫

“口吐莲花”，这都是吉县艺人们口传心授下来
的绝活。吉县唢呐一直是艺人们的谋生手段，
有专门吹“白事”的班社，也有专门吹“红
事”的班社。吹“白事”的多以古曲为主，吹

“红事”的多以彰显技巧和吹奏欢快的曲目为
主。吉县唢呐起源于明朝文渊阁大学士石珤，

他被发配到吉州 （今吉县） 后，将宫廷音乐的
元素嫁接到民间唢呐吹奏中，培养了一批名传
乡里的艺人，这些艺人代代传承至今。吉县唢
呐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当地婚丧嫁
娶都少不了的“要件”，是仍然与当下生活相伴
的鲜活“遗产”。

杨馆长惋惜地说：“可惜你们没时间听我
们的人祖山祭祖鼓乐，那是我们的另一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明朝充实改编后流传至
今的，有几十首鼓谱。”杨馆长的介绍充满感
情，并非平叙资料，看得出他对自己工作的热
爱。他问记者有没有听过闻名的华阴老腔，
说：“我们吉县的‘搬卷’毫不逊色。”杨馆长
介绍，“搬卷”就产生于壶口瀑布附近，是一人
唱、众人伴和的说唱艺术，由唢呐、二胡、
钹、笛子、梆子、农具等伴奏。“搬卷”以壶口
镇为中心，曾在吉县广泛表演。“可惜年轻人肯
学的不多，现在濒临失传，我们努力整理，想
让现在的人看到她的魅力。”

吉县的魅力在壶口，其实也在这些民间艺
术，只可惜人们因壶口匆匆来去，甚至只知壶
口，不知吉县。历史上吉县就不仅以瀑布扬
名，明清时期货船在壶口之上靠岸，这里是水
陆码头和货物交易的集散地。清人贾时迁记
述：客船星集，如鱼贯之相连，店铺林立，似
雁行之不绝。东西要路，南北通衢，春秋二
季，水旱码头……正因为此，艺术得以滋生成
长，与今天的我们谋面，传递着吉县的文化底
蕴。杨馆长介绍，码头的明清一条街尚有数十
孔残石窑洞，牛马王庙、河神庙、炮台、清长
城、河清门面貌尚全。

结束采访，台湾自媒体人“湾湾uncle”仍
然追着离去的杨馆长拍摄。这场采访令两岸记
者探到了吉县的门道：吉县是有壶口瀑布的吉
县，也是有丰富文化历史的吉县啊！

两岸记者探访黄河壶口
感受当地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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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8月20日电（记者
陆华东） 以 “ 同 心 同 行 青 春 力
量”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
文化月 19 日晚在江苏苏州开幕。
200 余名两岸青年受邀参加开幕式
及 20 日举办的文化展览、文化沙
龙、文旅体验等活动。

开幕式伊始，苏州民族管弦乐
团演奏的《茉莉花》优美动听。参与
现场古筝演奏的台湾青年王于真，
来苏州已经8年。她在这里学到了古
筝技艺，还认识了很多大陆朋友。

“外出巡演时，大家总是互帮
互助，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每次
到大陆各地演出，同事们总用家乡
美食招待我。希望可以早日到台湾
演出，我就可以用台湾美食回馈他
们了。”王于真说。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龙明彪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两岸同胞同受中华文化滋养哺育，
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
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
同胞心灵契合、实现祖国统一的文化
根基和强大精神动力。“两岸一家亲”
是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拆解的历史
文化根基，追求国家统一是两岸同胞
不变的精神追求。希望广大台湾青年
更积极主动投身推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来。

龙明彪说，只要两岸青年朋友
多交往，“台独”谎言不攻自破，

“台独”骗术难遁其形。我们都是
中国人的标识，是流淌在血液中、
镌刻在基因里的。“台独”势力的
所谓“去中国化”终将是闹剧一
场。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抱有高度的信心，对台湾同胞深厚
的爱国主义传统抱有高度的信心。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承、
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的责任。
希望中华文化代代相传，在世界上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台湾青年、
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简名伟在开幕
式节目中动情地说。

在苏州的台湾青年钱永昌在开
幕式节目中讲述了与大陆妻子一见
钟情的爱情故事。他认为，两岸青
年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的交流互动，
有助于增进了解与感情，在过程中
还能更加深刻认识到两岸同根同
源，理应携手打拼。

苏州是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交
流的“双高地”之一。截至目前，
苏州累计批准落户台资企业 12000
多家，拥有 9 个台湾青年创业基
地、9 个对台交流基地，近万名台
湾青年在此学习、工作、生活。

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由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江苏
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苏州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持续至 9 月底，
将在苏州、南京、泰州、徐州、盐城等
地开展30场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第二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开幕

本报香港8月21日电（记者陈
然） 由香港励志教育青年基金和湾
区莞港菁英荟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中国航天梦”系列活动，20 日在
香港和广东东莞同步举行启动仪式。

据主办方介绍，与首届活动相
比，本届活动除设有征文比赛外，
还新增了知识比赛和在线航天科普
教育课堂活动。内地航天专家将为
参赛者在赛前开展在线航天科普教
育，并通过线上限时比赛，考核参
赛者航天知识，再评选出优胜者。

当日启动礼结束后，首场航天

科普教育课堂随即在线上举行，陕
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郭锐分享了 《太空育种与空间科
学实验》。

该活动发起人兼总策划人、励
志教育青年基金创办人兼主席李子
枫表示，该系列活动旨在让香港青
少年及市民有机会从不同主题中学
习祖国航天发展成就，培养市民对
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自豪感。活动
将以航天科技知识普及教育为目
标，启迪更多港澳青少年成为推动
及发展创新科技的追梦者。

第二届“中国航天梦”系列活动在香港启动

本报福州电（记者连锦添） 时
值两岸特有茶类“美人茶”的生产
旺季，第三届闽台茶文化交流活动
近日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举行。
这次活动以“传承千古韵，一茶两
岸情”为主题，通过共同举办制茶
技艺的线上交流活动，扩大两岸基
层交流与合作，承传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本次活动由三明市台港澳办指
导，三明市海峡茶业交流协会等主
办，台湾南投县农业暨观光发展策
进会、大田县海峡茶业交流协会等
承办。活动中，中国国民党中常
委、台湾南投县议员游颢，台湾冠
军茶王工艺师协会理事长、海峡两

岸茶业交流协会副会长陈世伟，台
湾茶艺师谢秋敏与大田县活动现场
进行了视频连线。游颢表示，台湾
好茶通常是“一心两叶”，也象征两
岸兄弟之情，同根同源，希望一起
为两岸的和平发展共同努力。

大田美人茶源于台湾省，与台
湾东方美人茶一脉相承。三明市和
大田县近年打响大田美人茶品牌，
与台湾同业进行茶种植和制茶技艺
等交流合作。该县坚持美人茶的特
有品质，向绿色、生态、有机的高
品质茶方向调整，助力茶企持续做
大做强。目前全县已建立生态茶叶
基地 8.5 万亩，带动周边 3.2 万户农
户增产增收。

闽台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大田举行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近日推出夜市聚集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游
玩休闲、品尝美食。今年以来，当地重点建设夜市经济集聚区，在财
政、税务等部门的大力扶持下促进“夜经济”发展。图为 8 月 20 日，
市民在长乐区一家餐饮店用餐。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