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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暂别市民 14个月的香港山顶缆
车完成翻新升级工程，重投服务。日常接载乘
客往来于中环商业区和太平山之间的山顶缆
车，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缆索铁路之一，百余
年来承载几代香港市民的集体回忆。

“列车方向：山顶。”随着月台幕门轻轻关
上，焕然一新的第六代山顶缆车缓缓驶离中
环总站，满载着欢快的人群开启了太平山探
索之旅。

眼前，路轨时而平缓、时而陡峻，宛如温
和版“过山车”；身旁，丛木节节后退，一片茂密中
偶尔出现灵动的雀鸟；抬头，玻璃天窗宽敞明
亮，阳光透过斑驳树影洒在脸上；回首，浪漫
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点点，两岸高楼林立……不
到10分钟，山巅已在咫尺。

“新缆车的车身用上标志性的绿色，代表着
文化传承，也是向第三代和第四代缆车致敬。”
步出车厢，山顶缆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瑛美难
掩兴奋，直言第四代缆车曾是贯穿自己童年的
记忆，“希望新一代缆车继续为全港的大小朋友
们创造美好回忆！”

据介绍，此次翻新升级工程总计耗资 7.99
亿港元，主要包括更换缆车动力、控制及信号
系统、缆轨及轨道等。新缆车由多间世界顶尖
的缆索铁道制造商在瑞士打造，车厢作出综合
性升级，例如更大的内部空间、优化了的波浪
地板和更方便残疾人士的设施，同时也保留了
经典的木凳设计和怀旧按钮等。

第六代山顶缆车路轨全长1278米，载客量
由上一代的 120 人增加至 210 人。“最特别的是

这 22 个首次开设的下行前
向座位，乘客的视野全程对
着维多利亚港方向，可将九
龙半岛和香港岛北岸的景致
尽收眼底。”曾瑛美说。

下山途中，缆车经过最
为陡峭的梅道站路段，高达
25.7度的倾斜度令几个坐在
前排的小朋友惊呼出声，6

岁的彤彤一边抓紧爸爸的手，一边好奇地向外
张望。在麦当劳道站附近，已退役的第四代绿
色列车和第五代酒红色列车静静伫立在路轨一
侧。沿途站点中，白加道站是现存最古老的山
顶缆车车站建筑，2021年被香港古物古迹办事
处评为一级历史建筑物。

19 世纪的香港，山顶缆车尚未诞生，居
住在半山及山顶的达官贵人们多以人力轿子
作 为 交 通 工 具 。 1873 年 ， 山 顶 酒 店 正 式 营
业，为增加客流量，酒店创办人亚历山大·芬
梨·史密夫提议建造港岛缆车铁路。1888 年 5
月，应运而生的山顶缆车通车，首年载客量已
达15万人次。最早的缆车采用木制车厢，以燃
煤蒸汽推动。

历经沧海桑田，山顶缆车更新迭代，风雨
不改地行驶在太平山上，为无数港人和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带来愉快体验。

除了缆车的翻新，此次升级计划亦涵盖中
环总站的扩建，“无限之眼”“跃动的心”“经典
重现”“穿梭时空”和“太平山的绿色宝藏”等
五大互动体验区令大批市民流连忘返，争相

“打卡”留念。彤彤和家人亦在沉浸式的幕墙边
玩得不亦乐乎，沿路图景从微亮的清晨变化至
金色的黄昏，有蝴蝶纷飞、野猪漫步，太平山
的生机盎然尽显无遗。

“若说最令我惊喜的变化，要数这座‘无限
之眼’雕塑。”顺着曾瑛美的目光，一座逾 10
米高、由澳大利亚华裔女艺术家李林迪创作的
环状鹅卵形铜制雕塑静立于中环总站外。

在谈及创作灵感时，李林迪说：“没有其他
城市如香港一般，能如此完美地表现出天与
地、海洋与天空之间的紧密连结。希望这座
雕塑，可以成为大家体验广阔无垠山顶之旅
的起点……”

（本报香港8月28日电）

“ 列 车 方 向 ：山 顶 ”
香港第六代山顶缆车投入服务

本报记者 陈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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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兰州 8月 27 日电
（记者黄茜恬、张玉洁、何问）“敦
煌——千载情缘的故事”展览正在
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展览通过敦
煌石窟壁画和文物、临摹绢画和复
制洞窟，充分展示了敦煌文化和历
史遗存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该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
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从 8 月 23
日开始进行。展览分为“沙漠中的
大画廊”“盛世敦煌”“山水传情”
等六部分，通过将艺术科技和多媒
体技术融入展览展示，增加了观展
的趣味性及教育性，让香港观众穿
越古今，体验古老敦煌独有的艺术
神韵和魅力。

此次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榆林
窟第25窟的1∶1复制洞窟。该洞窟
既有唐代气象，也融合了吐蕃文
化，折射出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交
融。等比例复制洞窟还原了真实洞
窟的空间结构，为游客提供了身临
其境的参观场景。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
基在展览开幕时致辞表示，这次展
览从宗教、艺术和社会多方面重新
演绎敦煌文化，并运用多媒体技术
令敦煌石窟艺术“活”起来，为观
众带来丰富多元的感官体验。这也
是香港的公共博物馆一直以来秉承
的使命及信念，为公众带来更精
彩、富有趣味性及启发性的博物馆
体验。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在开幕
仪式上致辞说，敦煌文化是世界文
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
究中国古代的珍贵史料。多年来，
敦煌各界有识之士持续关心敦煌石
窟保护。期待此展览让更多香港同
胞了解敦煌，一起守护敦煌。

此 次 展 览 是 继 2014 年 “ 敦
煌 —— 说 不 完 的 故 事 ”、 2018 年

“数码敦煌——天上人间的故事”
后，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敦煌研
究院第三次合作办展。展览将持续
展出至今年11月21日。

敦 煌 展 览 亮 相 香 港
等比例复制洞窟还原真实空间

为改善台湾同胞在辽宁的就业创业、安居
生活环境，协助他们融入祖国大陆发展，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近日在辽宁开展专
题调研。在为期 5 天的调研走访中，委员们先
后走访沈阳、本溪、鞍山、大连等市，考察辽
宁省全面振兴取得的新突破，与当地台商台青
座谈，了解营商环境建设、落实台湾同胞同等
待遇政策、支持台胞台企融入祖国大陆发展和
参与乡村振兴等情况。

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经过调研走访，全国政协台联界别的委员
们认为，与其他省份相较，在辽台胞台企有两
个特点。一是落地生根型多，大家都想继续立
足本土扩大发展；二是对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的期待和要求更多。

辽宁省政府对此也积极响应。近年来努力
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投资者信心。据悉，辽宁
累计取消、下放、调整行政职权2203项，全省
网办率从 2020 年 9 月的 9%提高到 75.85%，919
个高频刚需事项可实现“掌上办、指尖办”，

“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
居”的营商环境，正在辽宁形成。

“2008年，我开始做进口生意，把台湾商品
引进大连。由于对大陆市场及相关政策不了
解，初期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
办事效率提升很多，工商税务越来越透明，对
企业经营发展帮助很大。”在大连从事两岸贸易
的台商李绾莛说。

“振兴东北，重点聚焦在打造公平公正的营

商环境，来留住包括台胞台企在内的各类人
才、各类企业。”辽宁省台联原会长张百良长期
从事协助台胞台企融入当地的工作，他说，近
几年来，他们为在辽台胞、台商提供优良法律
服务，先后为台商涉及的各类民事纠纷进行诉
调对接，共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赢得台
商信赖和赞誉。

吸引台胞扎根发展

在调研走访中，大连大成公司人资部主管陈
亚利带委员们参观大成公司的鸡肉食品加工车
间、品尝热销产品，并分享公司扎根大连、与当地
共同发展的故事。“20 年来，大连大成无论面临
成本增加，还是行业低谷，都按时回收毛鸡、屠宰
加工，并在 2019 年至 2020 年先后通过绑定合作
模式，借款 3780 万元，帮助当地农民改善鸡舍，
提供专业养殖团队给予指导，提高农民养殖技
术，最大程度保障农民利益。”陈亚利介绍该公司
在吸纳就业、提供职业培训、保护环境、保供抗疫
等方面的努力，“20 年风雨同舟，大成与大连这
座城市已紧紧相连、融为一体，并为大连经济发
展和产业转型贡献一份力量。”

台湾青年罗鼎钧是位“沈阳姑爷”，早已在
沈安家。“疫情这两年，我见证沈阳这座城市的
伟大，这些感动让我永远铭记心头。”他说，面
对岛内一些人对大陆抗疫、防疫等政策的诋
毁，他把自己在沈阳的所见所闻分享至台湾

《中国时报》 上，让岛内亲友知道他们在沈阳、
在大陆都很安全。他说，希望自己的分享能架
起一座两岸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台湾

青年了解大陆、了解沈阳，愿意在此扎根发展。
“你们到辽宁投资兴业、落户安家，无论来

得早还是来得晚，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与
上升空间，要坚定你们的选择没有错！”台盟中
央委员肖燚在鼓励台胞台企的同时也建议，“辽
宁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在此
发展的台胞台企多，应该要扛起东北营商环境建
设大旗，为当地企业、台胞台企创造良好的营商、
生活条件，并把好经验推广至东北三省。”

助推两岸产业融合

“1993年我们带着100万美元的资本额到鞍
山兴业，目前在鞍山、沈阳、上海都有我们的
食品加工厂，尤其在鞍山，30年来营业额逐年
增长，可以说是当地行业内的佼佼者，在这幸
福生活30年……”鞍山品高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乐嘉雄洋溢着笑容说。

“东北是台胞安家兴业的好地方。这里不仅
是大陆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我国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台胞台企要看到东北农村这片广袤
的发展天地，积极参与进来。”全国台联副会长
郑平表示，台湾同胞参与东北乡村振兴前景广
阔，可发挥台湾农产品精加工优势，延伸农业
产业链；还可发展观光农业，形成产业集群，
探索出具有两岸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此次调研考察团团长、全国台联副会长杨
毅周指出，希望此次考察调研，能为辽宁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添砖加瓦，能为推进两岸融
合发展，助力台胞台企参与东北振兴、在辽更
好发展贡献力量。

“东北是台胞安家兴业的好地方”
李俞柔 汪灵犀

连日来，位于广东省广州
市天河区的广州国际金融城工
地一派繁忙，交通枢纽、地下
空间管廊加紧建设，一座座写
字楼正拔地而起。广州国际金
融城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
廊、广州沿江经济带、广州科
技创新轴的交汇点，目前已成
功引进 14 家金融机构，正对
接 14 个拟入驻项目，加快数
字金融元素导入。图为8月27
日，工人在进行玻璃幕墙钢构
安装作业。

魏劲松摄 （人民视觉）

国际金融城加速建设国际金融城加速建设
8月28日，以“全民阅读·高瞻远瞩”为主题的第二十五届澳门书

市嘉年华在澳门理工大学体育馆揭幕，吸引众多读者参与。图为小朋
友在第二十五届澳门书市嘉年华上选购图书。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第二十五届澳门书市嘉年华揭幕

本报北京8月28日电（记者汪
灵犀） 第十届海峡两岸旅游观光研
讨会暨民宿旅游发展高峰论坛近日
在北京举办。本届研讨会以“携手
共建美丽乡村”为主题，来自两岸
各界的专家学者 100 余人以线上或
线下方式参会，共同探索两岸旅游
合作新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民宿
产业发展等议题。

在研讨会环节，与会专家学者
表示，两岸旅游观光业交流密切、
渊源颇深，各具优势。尤其近年
来，乡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休闲的
首选，而台湾民宿产业发展积累了
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在创意、人文
挖掘、精致化等方面，两岸有不少

交流合作空间，希望更多台湾民宿
业者来到大陆落地项目、共同发展。

本届论坛还设置了平行板块，
与会专家围绕“民宿促进生态价值
实现与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创意赋
能民宿发展”“‘互联网+’与新综
艺赋能民宿营销破圈”3 个议题开
展交流，为两岸旅游观光产业发展
献计献策。

据悉，海峡两岸观光研讨会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台湾高雄餐
旅大学等单位于 2008 年共同发起，
旨在为两岸学界搭建交流平台，分
享两岸旅游观光业发展的经验成
果，共同推进海峡两岸旅游观光业
的可持续发展。

海峡两岸旅游观光研讨会在京举办

近日，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台湾农民创业园一家花卉基地内，
农民正在对园内花木浇水、管护。近年来，当地坚持生态绿色富民导
向，采取“订单+基地+农户”的方式，积极发展花木、特色水果等产
业，助力村民就业，促进增收。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张格）
以“两岸携手 强农兴湘”为主题的
海峡两岸农业文化交流活动，近日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长沙、
台北两地同步举办。140 余名两岸
农业专家及业界代表出席活动，围
绕两岸农业合作、乡村振兴等主题
展开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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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台胞台企
深度参与乡村振兴、两岸共同继承
和发扬中华农耕文化，正当其时。
他说，支持台农台企在大陆农业林

业领域发展的“农林22条措施”实
施一年多以来，台胞台企获得更多
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在开拓内销
市场、研发创新领域取得新进展。

龙明彪表示，希望台胞牢牢抓住
大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找准定位、发
挥优势，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寻
找创业起飞、事业进步的“新风口”，
带动更多岛内青年来大陆追梦、筑
梦、圆梦，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
和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纽带。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两岸有关农
业交流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

海峡两岸农业文化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