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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刘巍巍）
“智改数转”“上星”“上云”……记者
日前在大陆台资高地江苏省昆山市采
访发现，在当地政府引导和支持下，
大批台资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提高
智能制造能力、优化信息化管理水
平，数字化转型风生水起。

走进环鸿电子 （昆山） 有限公司
无线通讯设备生产车间，20 多台自
动测试机依次排开，机械臂流畅运
转，24 小时不间断地将拇指盖大小
的无线通讯模块“送”入测试机台进
行检测。

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一名
熟练工人最多可同时操作 6 个测试机
台，如今一台自动测试机可同时操作8
个测试机台，24小时可检测 7000多片
无线通讯模块，工人劳动强度减低，
而生产效率和良品率大大提升。

环鸿电子 （昆山） 有限公司组装
和代工电脑、电子产品主板及通讯设
备，2021 年营业额突破 50 亿元人民
币。总经理卓志祜告诉记者，企业
2019 年开始打造大数据分析管理平
台，以自动化、智能化构建的新生产
车间产能提升了近40%。

纬创集团旗下纬创资通 （昆山）
有限公司 2021 年获评全球“灯塔工
厂”。企业实施智能工厂建设与数字转
型策略，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平台、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减少能源
消耗49%、压缩仓库使用面积40%、提
高物流效率60%。

2021 年，纬创集团成立昆山纬绩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分享和
输出多年来在智能制造领域积累的
先进技术和经验，协助产业链企业
降本增效。

昆山纬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泓任介绍，公司成立 1 年多来，
累计提炼出符合制造业企业需求的数
字化应用场景 200多个，服务企业 100
多家。

近年来，昆山市聚焦电子信息、
汽车零部件、光电显示和半导体等台
资集聚产业，推动上下游台资企业成
群成链“上云”“上平台”，整体提升
台资主导产业链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昆山市已有 69 家台资企业开展了
智能制造诊断，188家台资企业实施了
智能化、数字化改造，11 家台资企业

“上星”“上云”，51家台资企业提升了
智能制造基础管理能力，投资改造总金额达54.37亿元人
民币。

昆山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孙德聪说，数字
化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必修课”。目前，该市累
计建设5G基站5800多个，在长三角地区率先建成“星火
链网”骨干节点，成立昆山市台协会智改数转赋能中
心，持续释放工业互联网叠加效应、聚合效应、倍增效
应，助力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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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展品齐亮相

本次活动展览现场分为多彩丝
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遗精
品展区、国风潮韵——中华非遗传承
精品展区和源远流长——文房书斋
精品展区，陈列 300 余件非遗文化精
品代表作，体现中华文化“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的开放包容价值观。
“这是一面具有广西特色的铜

鼓，当地少数民族会用它来奏响礼
乐，庆祝粮食丰收。”香港广西社团
总会常务副会长刘娟介绍，广西这
次带来了5件非遗精品，并为到场市
民讲解每件展品的历史背景和故
事，让他们亲身感受广西少数民族
的文化魅力。

香港民族文化促进交流会会长
李乐眉对南亚文化颇有兴趣。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遗精品展
区，李乐眉站在斯里兰卡展柜前，
欣赏着眼前的特色蜡染和提线木偶。

“这次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非
遗项目和精品亮相香港，为我们搭建
起文化交流、互学互鉴的平台。”李乐
眉表示，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有涵
盖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等不同范畴的
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希望香港非遗也可以利用
此次参展机会‘走出去’。”

活动开幕当天还进行了福建南

音 《满空飞》、敦煌舞 《梦回敦煌》
和粤剧折子戏《胡地蛮歌》3个非遗项
目展演。开幕活动负责人洪高慈表
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是摆在
博物馆或展览馆里等待观众来观赏，
此次尝试在展览馆里进行现场非遗
展演，相信能产生更好的推广效果。

非遗“牵手”高科技

“盂兰胜会”在香港已有100多年
的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每逢农历七月，香港潮籍人士便
会举办一系列传统文化活动，祭祀祖
先、祈福消灾，以此教育子孙后代要
孝敬父母，善待亲人。在展览现场，观
众戴上 VR（虚拟现实）眼镜即可“置
身”张灯结彩的街市，欣赏虚拟潮剧
表演和手工艺展示，体验“盂兰胜会”
的火热场面。

作为本次活动的最大特色，展
览特别设置了非遗新科技特色展
区 ， 将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精 品 和 VR、
NFT （非同质化代币） 等新技术相
结合，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向市
民展现“活起来”的非遗文化。

在 展 区 一 角 ， 很 多 观 众 手 持
“中华非遗文化十二生肖”NFT卡通
形象合影留念。负责该项目技术开
发工作的朱皓康介绍，这组限量发
行的“十二生肖”NFT 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来自河南淮阳的

“泥泥狗”为蓝本，通过数码艺术将
文化和科技进行创新融合，让流传
千百年的非遗文明与生活接轨，在
数字空间促进非遗文化的创新发展。

活动主办方表示，此次展览充
分利用香港在艺术科技方面的经验
和优势，带来绘画、服饰、乐器、
雕塑与其他民间艺术的沉浸式体
验，以助力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走出去”

在香港，非遗文化近年来受到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非遗传承、展
示活动也从博物馆走进街坊社区。

日前，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心举办“乐在非遗”同乐日活动，
将非遗与文创相结合，以游戏和工
作坊的形式将非遗带进社区，让市
民亲手制作微型点心、广彩绘画
等，一睹客家花带编织和中式长衫
的制作过程，体验身边的非遗传承。

“特区政府正在制订文艺创意产
业发展蓝图，促进香港不同文艺创
意领域的发展与协作，完善产业生
态圈建设，扩展与内地和海外的交
流合作。”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陈国基表示，香港将充分发挥中外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作用，加强在
内地和海外推广多元非遗项目，深
化与世界各地民心相通。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
播学院副院长郭媛媛看来，香港在
保护、发扬和创新中华传统文化、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一直
发挥着独特作用。“香港可利用成熟
的产业经验和既有的国际市场条件
积极投身到文化建设中，搭建文化
传播渠道、平台，更好地帮助中国
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她说。

紫荆杂志社社长杨勇表示，香
港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广
阔前景令人振奋，我们愿同社会各
界携手努力，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发
扬传播、交流展示作出积极贡献。

非遗交流等系列活动在香港举行——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金 晨

▲ 市民佩戴VR眼镜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 （香港中通社供图）

现场演绎敦煌舞蹈、沉浸式体验“盂兰胜
会”……近日，“传承精神命脉 活化非遗文
明”中华文化遗产和国际非遗交流系列活动在
香港举办。活动展出来自中国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非遗传承精品，并带来民族音乐、
福建南音与茶文化等非遗项目表演，邀请市民
共享非遗文化魅力。

活动主办方紫荆杂志社表示，希望以此次
展览为契机，充分发挥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外非遗交流互鉴和保
护传承，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之美。

新华社台北电（记者齐湘辉、黄扬） 展开台
北市地图，似曾相识感扑面而来，南京东路、杭
州南路、重庆北路、汉口街……这座城市以大陆
地名命名的街道数不胜数。漫步台北街头，看见
熟悉的道路名称，会有一日走遍中国大陆“大江
南北”的特殊体验。

一座城市的街巷地名如同记录过往的密码，
蕴藏着深厚历史渊源。台北城区如中国地图般的
道路名称和布局，是如何形成的？背后又有着怎
样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投
降，甲午战争后被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的宝岛台
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彼时的台湾百废待兴，
要从方方面面消除殖民化影响，尤其是奴化教
育遗毒。

“日本在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推行奴化教育，
严禁台湾民众学习和使用汉语，包括不能取中国
名，只能取日本名。当时台湾街巷也不能取中国
地名，要依照‘町目番’的日本方式命名。”台
湾历史学者戚嘉林说。

据戚嘉林考证，1945 年 10 月 22 日，当时的
国民政府下达对台北街道进行名称改正的命令，
11 月 17 日颁布 《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
法》，确定四项命名原则：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如中华路、信义路、和平路等；宣传孙中山先生
提出的三民主义，如民权路、民族路、民生路
等；缅怀伟大人物，如中山路和纪念郑成功的延
平路等；适合当地地理或习惯，且具有意义。

最终，给台北街道命名的重任落到一位叫郑
定邦的上海建筑师身上。1946年，郑定邦被调派
台湾，任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代理技
正。台北地名如何能既实用又有意义，他的学
生、台湾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回忆说：“郑
老师颇费了一番心力。”

郑定邦最后决定用一张中国地图为台北街道
命名，并于 1947 年完成。“这是郑老师毕生的得
意之作。他在课堂上说过，命名时参照了上海街

道命名思路，即南北向街道用中国省名、东西向
用中国城市名。但与上海不同的是，郑定邦对台
北街道的命名更系统化。”李乾朗说。

当年李乾朗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学习建筑
学，郑定邦已不再担任公职，在大学兼课任
教。课堂上，台北街道命名成为他反复提及的
经典案例。

李乾朗展开1948年的台北都市计划图对记者
介绍，当时地图中心点位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所在地，以此拉出的两条轴线隐约与大陆的陇海
铁路、平汉铁路对应，道路命名分布原则上符合
两条铁路划出的四块区域。如：宁夏路、太原路
等在中心点西北方的大同区，辽宁街、长春路、
吉林路在东北方的中山区，武昌街在中心城区，
桂林路、西藏路在西南位置的万华区。

“台北还有忠孝、仁爱、信义等深具中华传
统文化意涵的道路。”李乾朗说，他办公室所在
的敦化路，意即“仁爱敦厚、化生万物”，出自
四书五经。

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当地小朋友能掰着手
指头数出路名：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
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
路、十全路。这些街道也是抗战胜利后命名，都
取典于中华传统文化，朗朗上口，蕴含深厚文化
底蕴，成为高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地名背后，都有
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这些故事寄托着台湾同胞
对祖国大陆无尽的牵挂，成为印刻在台湾百姓记
忆里的乡愁。”戚嘉林说。

台湾著名建筑学家夏铸九对记者说，台湾许
多地名体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关乎中
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影响深远。值得
警惕的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
化”，刻意淡化、消除中华历史文化的影响。“但
是，两岸的共同记忆是抹不去的，血脉联系是割
不断的。”

（参与采写：杨丁淼、陆华东）

一日走遍大陆“大江南北”
——漫谈台北市路名

第十八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近日在福建厦门启幕，两岸10余万种新书、精
品书参展，其中台湾图书3万余种。

本届海图会秉承“书香两岸，情系中华”主题，设立大陆图书展区7800平方
米，台湾图书展区1700平方米，规划布置“阅见两岸”“书香两岸”“书来书往”

“版通海峡”“数说新语”等主题板块。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海图会共吸引两岸300
家出版机构参展，其中台湾出版机构86家。

同时，本届海图会还举办了两岸图书馆配样采会、两岸出版高峰论坛、版权
贸易对接会、海峡两岸图书装帧设计大赛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探索两岸在出版、
发行、版权及数字出版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新路。

传承福建特色文化和闽台融合方面，本届海图会挑选了 《中国泉州南音集
成》（101册）、《朱熹文集编年评注》（13册）、“福建古建筑”丛书 （5册）、《台湾
通史》（共6卷）、《明清宫藏闽台关系档案汇编》、《台湾古籍丛编》等精品图书，
集中展示福建特色文化和两岸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成果。

台港澳图书展销区组织236家台港澳出版机构近3万余种图书参展，总码洋超
过 1600 万元人民币，囊括台港澳地区近年来出版的新书、重点书和畅销书。其
中，文学联展征集了黄春明、白先勇、蒋勋等90余位台湾文学名家的160余种亲
笔签名书。

本次两岸出版高峰论坛以“出版业态的跨界和融合”为主题，邀请两岸出版
界嘉宾，围绕两岸书业数字化转型及中华文化创新、“走出去”等议题进行演讲视
频录制，以“云讲座”形式传播给两岸出版业者，以加深两岸出版业了解，深化
两岸出版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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