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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黄茜恬）“这里有‘远看
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的绘画之美，也能遇见‘铁
画银钩藏雅韵，粗微浓淡漫馨香’的书法之妙。”

“艺文香港”盛会上的精品让香港市民刘女士看几遍
仍意犹未尽。她说，展览非常精彩，每一件展品都
值得细品。

首届“艺文香港ART HONG KONG”国际文
化艺术交流展示盛会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落下帷
幕。这场为期 4 天的展会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以

“古今对话 中西互鉴”为主题，包含现当代艺术展
览、国际艺术论坛、大师工作坊及导赏团等内容，
见证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

“早上从新闻里看到这次展览展出了吴冠中、徐
悲鸿、齐白石等6位大师的经典巨作，而且这些作品
都是首次在香港展出，我立刻就从家里赶来了，真
是不虚此行，大饱眼福！”年逾七十的市民徐先生
说，期待香港举办更多这样的展览，进一步发挥香
港中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优势，打造中外文化艺术
交流中心。

此次活动承办方香港集古斋的新闻发言人杨波
告诉记者，每天上午开展前，展厅外都有很多市民
等候参观。“论坛几乎场场爆满，还要额外加座；20
场西泠学堂大师工作坊更是早在开幕前就已经报名
满额，足见市民对中华文化艺术的强烈热情。”

“第一笔落笔要稍重一些，再慢慢晕开，花瓣才
能画得自然……”在展厅一隅，西泠学堂导师梁基
永正在工作坊现场教中国画，他手握毛笔，起落之
间，一朵绽放的紫荆花呈现在纸上。

“连日来，来工作坊体验书法、绘画、篆刻的人
群中有小学生，也有耄耋长者，还有不少外国朋友
津津有味地画着中国画、写着中国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其强大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人，这让我们
很自豪。”梁基永说。

在当代艺术家谢晓泽的 《东西方寰宇图》 前，
将军澳香岛中学初三学生乔瀚生驻足仔细观赏。数
分钟后，他拿出提前准备的纸和笔，临摹图中元
素。他说：“这幅画十分有趣，展现出东西方对于相
同主题的不同表达，尤其是创作者从敦煌壁画获取
灵感的部分让我觉得很新颖。”

当日还举行了首届“西泠杯”全港青少年书画
篆创作大赛颁奖典礼。比赛共征得来自全港226所中
小学推荐的近千幅参赛作品，最终评选出 80幅优秀
获奖作品在现场展出。

杨波说，此次比赛不仅展现了香港青少年的艺术水平和美学素
养，也大力推动提升青少年对中华文化艺术的兴趣，带动他们充分
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大美所在，加深认知和理解，进而增强对祖国
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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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岛与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是世
界知名的天然深水港，奠定了香港国际航运中心
的地位。

11 月 15 日至 16 日，维港之滨，来自 5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20 余家行业组织及企业参加第二
届“世界航商大会”，与会人士以“凝聚合力，
共创未来”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深入探
讨航运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推动构建全
球航运新生态。

作为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贸易及物流业
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约1/5，其中航运承担了香港
近90%的对外商品贸易量，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重要支撑。凭借多重优势，香港在国际航运业中
也占有独特地位。香港是世界第四大船舶注册
地，截至 2020年底，香港拥有超过 2600艘船舶、注
册总吨位逾1.3亿吨；国际航运公会2019年在香港
设立中国办事处作为其伦敦总部以外的全球首个
办公室；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于 2020年 9月宣
布，把香港列为第四个指定仲裁地，香港跻身世
界顶级海事仲裁中心之列。

记者注意到，此次参会人士除了来自航运港
口业，还有物流、贸易、造船、金融等行业的从
业者。作为第二届“世界航商大会”主办方之
一，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缪建民介绍，航运产业链
组成复杂、涵盖领域广泛，香港作为久负盛名的
国际航运中心，在市场讯息、法律仲裁、金融投
资等航运服务中拥有综合性优势，“大会筹备得
到了全球各地业界人士的支持，体现了香港作为
国际航运中心的号召力，也让香港国际航运中心
的招牌更加闪亮”。

会议期间，由招商局集团旗下招商轮船发
起、40 家相关企业和机构共同参与的《航运绿色
能源倡议宣言》发布。该宣言倡导航运绿色能源
产业链的各方共同行动起来，为航运业提供可供
加载绿色燃料的基础设施，加快船舶使用绿色燃

料的进程，努力实现海事减排低碳目标。
16日的分论坛会议上，与会者通过逾50个线

上专题直播间，围绕“合作共赢，共同构建韧性
供应链”等主题，深入探讨大变局下全球航运产
业链的应对之道。

总部位于挪威奥斯陆的风险服务管理机构挪
威船级社，近期宣布在上海成立液化气运输船和
替代燃料专家团队。出席会议的挪威船级社首席
执行官 （海事） 克努特表示，“脱碳”是航运业
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找到好的解决方案，离不开
整个产业链的协作。“合作是未来的真正动力，中
国内地和香港将在这场转型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
色、产生更多的创举。”克努特说。

“智能航运、绿色航运是全球趋势和热门话
题，香港有潜力成为智能和绿色航运的有力倡导

者。”香港船东会主席顾之灏认为，香港应思考
如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用好香港自
身的制度优势和人才优势，在绿色融资、绿色航
运、环境保护和减排方面共同促进全球航运的增
长，为全球航运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断努力。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
心地位，特区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对航运业提供支
持，大力发展高增值航运物流服务，吸引更多高
素质航运商来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
会上表示，依靠友善的营商环境、税制、法治制
度以及世界级基础建设等有利条件，香港将继续
成为内地与全球的商业和物流通道，为香港以及
合作的各方主体提供更多新机遇，在产业链中共
同促进全球航运经济发展。

香港举办第二届“世界航商大会”——

让国际航运中心招牌更闪亮
本报记者 王 尧 冯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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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过一段时间，台湾都会出现果贱伤农的
新闻。近来台湾香蕉产销失衡致使价格崩跌，
民怨沸腾下，民进党当局提出收购，却出价太
低又覆盖有限，台湾农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民进党当局一再谋“独”挑衅，致使台湾农产
品销路阻塞，令台湾农民深受其害。

台湾市场狭小，丰年水果产销失衡，主要
依靠外销解围。岛内香蕉主要出口日本，近年
却不敌东南亚水果的竞争，出口量大幅下降，
产销矛盾由此一触即发。民进党当局事先并不
预警，事后也无力调节，问题出现只会耗费巨
额公款加以补贴，鼓动公营单位分担压力，呼
吁岛内民众慷慨支援。

每每这时，台湾政客便要号召岛内“全民
开吃”，还有奇葩“绿委”当场表演带皮吃香蕉，
活脱脱一幕幕作秀闹剧。早在 40 年前，岛内大
量滞销的香蕉曾被送给台军士兵吃，密集食用最
终令众人“闻蕉色变”，乃至沦为惩罚犯错士兵的

“酷刑”。想依靠岛内市场消化产量是行不通的，
台湾农民都知道，想有活路只能靠外销。

不只是香蕉如此，从台湾水果到其他农产
品，盛产滞销时有发生。大陆是台湾农产品外
销的最大市场，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前，两岸
农业合作十分紧密，大陆为协助台湾农产品进
口，不但建立“绿色通道”，给予部分台湾果蔬
准入和零关税，还提供检验检疫的便利。《海峡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签署后，大
陆给予台湾农产品优惠，并加大收购力度，保
证台湾农产品价格与出口数量稳定。如遇岛内
滞销情形，大陆还会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采购，
台湾农产品因此销路畅通。

曾经，台湾生鲜水果销陆前三名是菠萝、
释迦、莲雾，输入大陆比例均超九成。随着 3 种
水果由于检疫原因先后被暂停输入大陆，有台媒
估计，相关外销损失高达30多亿元新台币。

面对农产品出口质量把关不严，民进党
当 局 不 思 检 讨 补 救 ， 反 而 趁 机 攻 击 抹 黑 大
陆。但当台湾多种水果在其他地区曝出质量
问题，被下架乃至禁入时，民进党当局却不
敢吱声。

民进党当局一味“抗中”，却无法找到
更好的销路，帮助台湾农民摆脱困局。比如
台湾香蕉在拓展外销市场上，面对其他地区
产品的激烈竞争，并不具备足够的价格和质
量优势。民进党当局大张旗鼓成立农产品外
销公司，对“新南向”国家加强推销，可东
南亚盛产同质化热带水果，当地市场消费力
也有限，缘木求鱼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挺农民”，所作所为
却与台湾农民利益背道而驰。他们一门心思

“谋独抗中”，趁机捞取政治私利，却让台湾无
辜农民饱受“独”害。丰收本该欢喜，台湾农
民却越卖越亏。大量果蔬烂在地里，依赖补贴
杯水车薪，应对措施胡来一通，在民进党当局
绑架农业的乱政之下，台湾农民的苦日子，真
不知何时才能终结。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近日举办圣诞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和颇具特色的装饰吸引着市民们前往参观游览。图为宾客与穿上圣诞服饰的米老鼠角
色合照。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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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害惨台湾果农
张 盼

日 月 谈

新华社香港11月 22日电 （记
者黄茜恬）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22
日宣布推出首届“香港故宫学生文
化大使”计划，将招募共 100 名香
港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及中学生，通
过一系列学习及实践活动，加深新
一代对文物及博物馆专业的认识和
兴趣，为香港培育未来文化艺术及
博物馆专业人才。

这一计划首阶段22日起接受大
专院校学生申请。该计划运用创新
手法，举办一系列互动学习项目，
包括故宫文化专题系列讲座、创意
艺术活动、文物修复工作坊等，让
参与者近距离观赏珍贵文物展品，
研习其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有机会
参与实习活动，运用学习到的知识
及技能，以博物馆导赏员身份向访

客介绍博物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 2022

年 7 月开馆以来，推出多项青年
学习项目，致力于通过教育活动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香
港本地文化产业发展，实现国家

“十 四 五 ” 规 划 纲 要 支 持 香 港 发
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
愿景。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
志华表示，“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
使”计划从青年人的视角出发，启
发他们发挥创意，全方位体验中华
文化艺术内涵，再以青年人的角度
向大众分享自己学习到的历史文
化。该计划展现出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致力于促进文化交流和推动中
华文化传承的使命。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许晓
青） 作为2022年上海香港两地联合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系列活
动之一，“沪港慈善健步行”近日
在上海浦东新区和香港马湾岛同步
举行。

在沪港人港企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 25 周年系列活动贯穿 2022 年全
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在沪各爱
国爱港社团相继发起了美食推介、
地标亮灯等活动，受到沪港两地人
士关注和好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
济贸易办事处主任蔡亮在健步行启

动仪式上介绍，本次“沪港慈善健
步行”展示了香港与内地体育活动
日益热络的联系与合作，预计今后
将有更多重要体育活动合作在上海
及长三角地区展开。

沪港青年会主席李薇娣说，希
望这次健步行活动，启发两地青年
对中国历史文化学习的兴趣，传递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理念。

“沪港慈善健步行”由沪港青年
会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
办公室、上海海外联谊会、上海市
青年联合会、上海市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等指导。

“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计划推出“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计划推出

“沪港慈善健步行”在两地同步举办

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猴屿乡猴屿村，绿皮火车文化街区吸引
游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当地通过科学规划、生态保护、金融扶持、税收减免等一系
列旅游产业扶持优惠举措，助力旅游产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为当地旅游
市场增添新活力。 王成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