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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沟通情感桥梁

歌舞、书法、手工DIY、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宏
音斋笙文化演出……近日，在由两岸青年共同策划筹
备的“咱的节日——海淀高雄社区连线活动”上，海
淀区紫竹院街道和高雄市前镇区忠诚里社区线上“云
团圆”，分享两岸中秋传统民俗。

来自台湾高雄的北京大学交换生蔡宜伶通过连线
大屏幕，与自己的家人及高雄乡亲们“云上团聚”，
互道问候。蔡宜伶分享了她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当冬
奥城市志愿者、参加交流营、参与社区公益、开展暑
期实习……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家人更加放心，也让
高雄乡亲们看到台湾青年在大陆所拥有的发展机遇。

在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加州水郡社区与高雄湖内
太爷里社区居民共 60 余人通过“浓情中秋 心系两
岸”京台两地社区线上交流活动互送祝福，两地社区
居民分别表演了木箱鼓、民乐演奏+非遗传承人周振
山展示非遗文化“葫芦烙画”、民族舞蹈等特色节
目，大家希望疫情早日结束，两地居民能够早日实地
相聚互访。

同样气氛热烈的还有于近日举办的两岸青年篮球
友谊赛。在北京地坛体育中心，北京东城青年队和在
京台湾青年队你攻我守，比拼激烈。台青队的球员们
非常珍惜此次与东城青年过招的机会，大家在交流中
增进球技，沟通友谊。前中国国家队队员、篮球名宿
王治郅作为临时教练现场指导，这也让两岸青年们开
心不已。两队球员约定，以后每年要多比赛几次，也
可以融合一起组成新队比赛。

深化社区治理合作

社区治理是近年来两岸交流的热点之一。在垃圾
分类等两岸社区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方面，京台两地
共享经验做法，进一步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2020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开始实施。两年来，北京市垃圾治理全程分类体
系基本建成，居民分类习惯初步养成，家庭厨余垃圾
分出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大幅提升。”在近日举
办的京台垃圾分类线上交流培训会上，北京市相关负
责人如是表示。

交流培训会上，两岸环保专家、相关企业代表、
基层社区代表及环保志愿者等“云端”相聚、交流取
经。来自台湾高雄的左营新上里里长王樱桦分享了高
雄市综合商业体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垃圾如何外运、
处理，前镇区盛兴里里长钟凤美介绍了居民如何投放
生活垃圾，重点对 “垃圾不落地”方式进行介绍；
西城区大乘巷教师家属院是北京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
院落，大乘巷老住户、同时也是垃圾分类带头人的崔
湘文进行了经验分享，其中不少做法得到了台湾方面
专家的肯定和赞许……双方互学互鉴，为城市如何变
得更美好进行探索。

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借助京台
交流平台持续加强在垃圾分类、城市治理等方面的交
流，努力打造更加整洁、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提

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促进农业优势互补

两岸农业互补性非常高，尤其在精致农业、休闲
农业、创意农业、智慧农业以及预制菜等农业深加工
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不少两岸农业从业者希望能
够互相增强合作，共创双赢。日前，京台两地连线举
办了“美丽乡村专场农业交流会”，两岸同胞围绕

“两岸升明月 中秋话农情”主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
式，叙乡情、话农业、谋发展。

视频这一端，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
村委会主任张丽英介绍了特色农副产品、民宿、菊
花种植等相关内容。“美丽乡村建设让村庄更美，农
民更富，也让农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延展。”张丽英
说。另一端，高雄市永安区理事长黄婧瑜围绕社区
营造方面，介绍了永华社区的营造经验。“永华社区
原本是简陋老旧的渔村，当地渔民除了靠打鱼为生，
也种植甘蔗，农渔产业兼顾，成就了繁荣的社区。”
黄婧瑜说。

在中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会等两地相关部门的
推动下，京台两地农业合作发展迅速。活动中，仙
人洞村与永华社区签署合作意向书，结成了友好社
区，相约在日后一同促进美丽乡村的发展建设，并
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京台两地农业产业交流合作
的深度和广度。

庆中秋：京台交流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一支支空竹在人们手中跃动翻
飞，不时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在近
日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广内空竹
文化节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文化交流
活动上，京台两地的空竹爱好者线上
同台竞技，以赛会友。“‘扯铃’是台
湾地区对于抖空竹的叫法。名称变
了，玩法也有一些不同。但是宝贵的
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要共同珍惜，一
起发扬光大。”高雄市中华两岸关系发
展促进会王钟贤理事长说道。

过去一周，北京与台湾多项精彩
纷呈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紧锣密鼓，
好戏接连登场，京台两地交流呈现形
式多样、覆盖面广、基层交流不断深
入等特点。在交流交往中，两岸同胞
相识相知，拉近了彼此距离。这也充
分说明交流合作始终是两岸主流民
意，两岸同胞心之相系、情之相融，
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

据新华社香港9月10日电 （记者张雅
诗、许淑敏） 10日是中秋节，香港各处张灯
结彩，街头充满欢声笑语，洋溢着节日气氛。

在港岛中环街市的露天中庭，一棵高5
米、由约200个灯笼组成的许愿树映入眼帘，
与绿草地上的巨型玉兔、月亮等装饰相映成
趣。此处成为市民拍照的热门打卡点。

市民杨女士与家人一起赏灯，选购月
饼、水果等节庆食品。她说：“许愿树很有
特色，希望大家身心安康！”

夜幕降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大型
灯饰逐渐亮起。高 7 米的中式帆船造型彩
灯，还有鹦鹉、骏马、鲤鱼等多组不同主
题彩灯，璀璨夺目。

公园的另一端，三个高 3 米至 4.5 米的
球体装置，在灯光颜色和亮度的变化下，
分别呈现出满月、山峦和兔子的形态，展
示月兔相融的温馨场景。

这是结合了四川自贡彩灯传统工艺与
现代艺术的 《圆月故事》 彩灯光影展，是

本次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秋彩灯
展的一大亮点。

据了解，7日至12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在维多利亚公园、东涌文东路公园和大埔海
滨公园举行“壬寅年中秋彩灯展”，庆祝中秋
佳节以及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在位于尖沙咀海滨的香港文化中心露天
广场，设置了名为“无间拥抱”的光影艺术装
置。作品中两只兔子在水池上相拥而立，四周
伴以心形灯箱，配合光影效果，别具创意。

不少机构团体为节日举办慈善活动，
传达关爱信息。中环街市一个摊位专门出
售由残疾人士制作的花灯和饰物，往来市
民争相选购心仪的灯饰，以行动表达对残
疾群体的支持。

日前在湾仔利东街举行的市集活动
中，组织了基层妇女制作的手工艺品义
卖。一些慈善组织向有需要人士发放日用
品、防疫物资和月饼等食品，慰问生活困
难的市民，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

据新华社澳门9月10日电 （刘刚、郝
雨晴）游园、观灯、猜谜、购物、赏月……10日
是中秋佳节，多彩活动烘托出澳门团圆喜
庆的节庆气氛。

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的中秋灯谜会，
当天下午在世遗建筑郑家大屋登场。猜中
一定数量的谜底，就可以领到造型精致的
小灯笼。市民蔡先生带着8岁的儿子一起来
猜谜，收获颇丰，“孩子好开心，也学到不少
关于中秋的知识”。

澳门的年度大规模消费折扣展，当天
在金光会展中心揭幕。逾 530 个展位的 26
万多件优惠商品，吸引不少市民到场采
购。有商家表示，希望这个中秋假期能大
卖，更希望未来会更好。

入夜后，造型各异的花灯点亮澳门的
大街小巷。

今年中秋，特区政府在各主要街道、
广场、公园、特色建筑物等 50多个地点设置
了灯饰。可爱的玉兔造型灯、端庄的宫灯、挂
在树梢上的月饼造型灯……传统和创意结
合的花灯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在议事亭前地，穿过“月满中秋 喜迎
国庆”的主题灯饰拱门，是一条光彩夺目
的大型灯光隧道。大红灯笼配上漫天星斗

一般的串灯，营造出浓浓的喜庆氛围。
第一次来澳门旅游的青岛市民朱先

生，在这条隧道往返拍照两次仍意犹未
尽。“这里的夜景很美。”他说，接下来要
继续前行去大三巴，还要品尝地道的澳门
美食，“肯定是个难忘的中秋”。

在卢廉若公园和婆仔屋文创空间举办
的中秋游园晚会，吸引不少市民阖家前往。
游园晚会设有摊位游戏、兔仔灯展览、书法
表演、灯谜竞猜、节庆食品品尝等活动。

为方便市民中秋夜到户外赏月，10日和
11日，特区政府市政署特别延长多个公园及
黑沙海滩临时绿化休憩空间的开放时间。

今年的赏月也充满了科技感。澳门科学
馆在馆外海堤举行中秋赏月活动，设置了 3
座天文望远镜让公众“近距离”赏月，现场还
有讲解员介绍与月亮相关的科普知识。

月上中天，沿着科学馆到观音像的海
堤，一路花灯璀璨。附近的游乐场里，充满了
孩子们的欢笑声。市民郑先生和家人们聚餐
后，一起到这里散步赏月。

“中秋节蛮有过年的味道，一家人聚在
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赏月、吃月饼、玩
一些小游戏。”他说，其实不用特意做什
么，这种阖家团圆的感觉就很幸福。

贺佳节贺佳节：：
港澳彩灯璀璨夺目港澳彩灯璀璨夺目

为庆祝中秋佳节，香港黄大仙祠园内摆放了多个大型花灯，璀璨夺目，别具中
式浪漫气氛。图为香港市民手持灯笼进行游园活动。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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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岳夕彤、齐湘
辉）“守望精神家园——第八届两岸非物质文
化遗产月”暨“美丽中华行”系列活动9月9
日在台湾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幕，活动
将持续到10月底。

开幕式当天，“壮美广西·锦绣八桂——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在佛陀纪念馆正
式开展，集中展示壮、侗、苗、瑶等少数民
族服饰，以及独弦琴、贝雕、漆器等一批非
遗精品，参观民众还可以在互动区体验制作
广西绣球。

本次活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两岸
旅游交流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台湾人间文教基金会、中华翰维文化推
广协会共同主办。

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
会副会长高政在视频致辞中说，两岸同根同
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
归属。守护好文化遗产、传承好历史文脉、
弘扬好中华文化是两岸的共同责任。

台湾文旅、艺术、教育等各界人士出席
开幕式。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表示，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文化宝藏，期待通过非遗文化增
进两岸的了解，也期待两岸多交流多走动。
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施国隆表示，非遗文化需
要共同守护，希望未来两岸在非遗领域有更
多深入交流。

“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活动给我最大的感
受是，非遗来自民间、源于生活，和人们的
民俗节庆等息息相关，守护好非遗就是守护
好中华文化的根脉。”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
理事长陈春霖说。

据了解，自 2009 年以来，“守望精神家
园——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陆续向
台湾民众介绍展示了来自内蒙古、山西、湖
南等多个省份的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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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黄雅
熙） 南方电网公司与港
澳高校共建联合研究机
构签约暨揭牌仪式近日
在广州、香港、澳门和
北京四地连线举行。南
方电网公司与香港理工
大学、澳门大学分别联
合成立“南方电网-香港
理工大学绿色安全电网
联合研究院”和“南方
电网-澳门大学碳中和智
慧 能 源 电 力 联 合 实 验
室”，积极探索“一国两
制”下与港澳地区科技
创新合作机制。

据 了 解 ，“ 南 方 电
网-香港理工大学绿色安
全电网联合研究院”将
开展联网电动汽车与配
电网能源管理技术、电
力交通网联合运行规划
技术等研究，“南方电
网-澳门大学碳中和智慧
能源电力联合实验室”
主要聚焦开展物联网技
术在能源电力领域的相
关研究。香港理工大学
校长滕锦光表示，联合
研究院的成立，有利于
加快推进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和绿色低碳技术研
发，更好助力实现我国
的 碳 达 峰 、 碳 中 和 目
标。澳门大学校长、智
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宋永华表示，基于联合实验
室，澳门大学与南方电网公司将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助力澳门、大湾区乃至全
国能源电力行业创新发展。

近年来，南方电网公司与港澳高校
持续深化科技创新合作，率先面向港澳
地区发布揭榜项目、与澳门大学联合申
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仅深圳供
电局近年来在港澳校企科技项目攻关投
入的资金就达到 1250 万元。下一步，南
方电网公司将继续与港澳地区高校及科
研院所开展全方位合作，助力大湾区打
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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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以“两岸升明月 中秋话农情”为主题的京台两地连线“美丽乡村专场农业交流会”现场，北京市昌平
区的村民们在表演节目。 武伟峰摄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 2022两岸工业互联网
融合发展研讨会近日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两岸业者围绕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议题深入交流探讨。

海峡两岸工业互联网产业推进联盟与昆山市重点产业
发展促进中心现场签约合作，旨在深化两岸工业互联网产
业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推动昆山
企业转型升级。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认为，当今时
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既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先机，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中小企业作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处于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充分认
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坚定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加强
形势研判，做好顶层设计，完善运作机制，这是摆在两岸
中小企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陈瑞隆在视频致辞
中表示，透过工业互联网建构创新驱动的产业生态体系，
是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的现实途径。近年来，大陆产业不
断升级转型，昆山有望成为推动两岸工业互联网合作的前
沿地区。

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
的地区之一，昆山生产总值的30%、工业总产值的50%、利
用外资的60%、进出口总额的70%来自台资企业的贡献。近
年来，昆山台资企业纷纷加快数字化转型。

两岸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