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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家不需要的书兑换成积分，现场交换
自己需要的书，让阅读价值倍增。”在澳门文化
中心的好书交换处，严先生捧着 7 本交换来的
书籍欣慰地说。

“4个字，开卷有益。”内地科幻作家何健在
澳门科学馆举办的“悦读科幻之美”活动现场回
答澳门中学生提问时说，阅读的益处不一定会
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但良好的阅读习惯会让
人终生受益。

“非常喜欢程婧波书籍中展现的想象力，更
欣赏她对时间的哲学认知、文学表达。”听了知
名作家程婧波关于科幻小说写作的讲座，澳门
科技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博士研究生胡晓霞说。

这是记者在澳门“4·23全城共读”暨粤港澳
“共读半小时”活动现场采访到的片段。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澳门围绕阅读开展“澳门图书
馆周”系列活动。今年“澳门图书馆周”的规模进
一步扩大，推出包括好书交换、期刊热卖、图
书展销、故事天地、文化沙龙讲座、“阅读有偈
倾——短讲分享会”等 60 多项活动。部分活动
已在4月15日启动，将一直延续至5月14日。

“特区政府推动建设阅读之城一系列举措的
成效，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集中体现，以‘1+N’

（1个主场馆+N个分场馆）的形式，推出众多活
动，既有益又有趣，非常用心，都很受欢迎。”
出席“4·23全城共读”活动启动仪式的中央人民
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宣传文化部
副部长殷汝涛说。

除主场馆澳门文化中心外，澳门还在全城
招募“共读点”，获得逾 130个单位响应，约 4万
人次报名参与，并通过与香港特区、深圳、广
州、东莞等多个湾区城市联动“共读半小时”，同
享阅读乐趣。澳门特区文化局局长梁惠敏、注
册社工陈伟良、中学老师李德华以及大专学生
唐佩琳担任领读人，分享自身经历，推荐图

书，通过影片交流阅读心得，向大众推广“阅读
生活化”的理念，澳门多个场馆及“共读点”响应
共读，书香氛围弥漫全城。

在“阅读有偈倾——短讲分享会”现场，香
港艺人及主持人陈贝儿、澳门知名足球运动员
梁嘉恒、近年屡获国际设计奖项并获颁特区政
府文化功绩勋章的澳门设计师欧俊轩将自身经
历化为阅读故事，让现场听众体会到各行业各
领域与阅读的紧密关系，扩展阅读视野。

“孩子们在游戏中亲近阅读，玩得很开心，
都不愿意离开。”带着两个孩子的唐女士说，澳
门文化中心的“澳门图书馆周”推广日活动设有
多项亲子活动，包括“寻宝图书馆”“图书馆拼拼”
等游戏，“轻黏土书签”“热缩片钥匙圈”等手作
坊，“故事天地”“宁静阅读”等亲子共读活动。这
些活动为现场参与者带来丰富的互动阅读体验。

“最新·最优秀德国儿童书展览”展出 18 家德语
出版社的50多本儿童及青少年书籍，“文化沙龙
讲座”邀请4位澳门作家谭健锹、李懿、李宇梁
及林格分享创作、出版和阅读心得，加深市民
对澳门文学的认识等等，以别开生面、丰富多
彩的方式让市民感受阅读的快乐。

在图书展销长廊，澳门市民张女士买了两
本英文书，她对记者说：“今天的活动很热闹，
澳门其实是宁静包容的，读书氛围很浓。”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表示，为持续推动
“阅读丰富生活”的理念，文化局以建设“阅读之
城”为目标，大力优化公共图书馆软硬件设施，
扩大阅读活动的社会接触面。借推出鼓励阅读
的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书香社
会氛围。

（本报澳门4月23日电）

新华社香港4月23日电（记者黄茜恬） 23
日上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内，数十名孩童与
家长坐在儿童活动室里，聆听老师讲述有关火
星主题的绘本故事，开启一场“太空之旅”。

当天是世界读书日，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
互动故事剧场、“与作家会面”讲座、“糖画说故
事”等阅读活动。香港仔、深水埗、青衣等地的
公共图书馆也开展“共读故事坊”活动，由香港
公共图书馆故事大使分享经典历史人物故事，
与读者一同在阅读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阅读好滋味”是香港公共图书馆今年世界
读书日创作比赛主题。在当天举行的颁奖典礼
上，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
雄说，本年度比赛获得学界热烈响应，参赛学
校约 300 所，参赛作品超过 1800 份。参赛者分

享他们对饮食和生活的体验及感受，获奖作品
各具特色，展现出无限创意、对阅读的热爱以
及对生活的感悟。

此次比赛还得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深
圳图书馆、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和澳门公共图
书馆响应。他们以同一主题举办创作比赛，得
奖作品会在这些城市巡回展览，进一步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沟通与交流。

为推广“让阅读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这一理念，近日，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联
同旗下多家机构发起全港首届“阅读一小时”大
型阅读推广活动，吸引近百所中小学校参与。圣
公会圣提摩太小学教师林重远说：“这次我们学
校共有420多名同学参加‘阅读一小时’活动。当
天活动结束后，不少同学表示希望次日还能继续

参与活动。由此可见，活动相当受同学欢迎。”
“我平时就很喜欢阅读。在这次活动中，能

和同学在校园一起静心享受阅读，不仅放松心
情，还能完成挑战，阅读变得更有趣了。”张沛
松纪念中学学生徐梓朗说。

在张沛松纪念中学校长何惠成看来，要提升
学生阅读兴趣，不仅要在学校广泛开展阅读活
动，家庭和社区也需要提供多元化的阅读环境。

为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喜阅”氛围，特区政
府 23 日宣布，由明年起将 4 月 23 日定为“香港
全民阅读日”，通过举办不同形式的全港性大型
阅读活动，推动市民养成持久的阅读习惯。

近日，香港出版学会公布的香港全民阅读调
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香港市民的阅读中位数
是6本书，近七成受访者表示有电子阅读习惯。

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香港出版界
也在积极求新求变。香港出版总会会长李家驹
介绍说：“我们制作了一个电子平台，希望给读
者提供更多有声书和电子书，帮助他们享受更
立体的阅读体验。”

好书交换、故事天地、宁静阅读、图书展销、科幻小说悦读分享会等60多项活动举办——

世界读书日 澳门书香满城
本报记者 富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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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阅读好滋味“喜阅”氛围浓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尚昊、章
利新） 台湾台中市大甲镇澜宫妈祖绕
境进香活动4月21日拉开帷幕。这项
台湾规模最大的宗教活动将持续9天
8 夜，横跨 4 县市，全程超过 300 公
里，全台预计将有逾百万人次信众参
加这场盛事。

妈祖在台湾拥有广泛的信众，
相传妈祖生日为农历三月廿三，各
地妈祖宫庙在其生日前后举行绕境
进香活动，其中以镇澜宫的活动规
模最大。

21日上午，全台各地信众陆续涌
入大甲，多地宫庙进香团轮番参拜，并

在宫前献艺，舞狮、电音三太子等表演
令人应接不暇。附近街道上熙熙攘攘，
热心人士摆起流水席，向信众免费提
供水、点心、水果等；一些商贩卖力吆
喝，售卖进香旗和相关文创产品。

由于岛内疫情趋缓，今年镇澜宫
妈祖绕境进香活动的参与人数较往年
相比大幅增加。台湾妈祖联谊会会
长、镇澜宫副董事长郑铭坤介绍，今
年参加活动的信众预估会超过百万人
次。“妈祖出巡，一定会带来风调雨顺。”

来自屏东县的林文荣对记者说，
自己和朋友们一早就来到大甲，很开
心活动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希

望妈祖保佑合家平安，一切顺利。”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大甲妈祖绕

境进香，全程包括筊筶、竖旗、祈
安、上轿、起驾、驻驾、祈福、祝
寿、回驾、安座等典礼，每一项典礼
都按照既定程序、地点及时间举行。

当天下午5时许，镇澜宫内锣鼓
喧鸣，“上轿”仪式举行，信众依序请

“正炉妈”“湄州妈”“副炉妈”三座妈祖
像上轿安座。绕境进香活动在21日深
夜的“起驾”仪式到达高潮。三座妈祖
像在数万名信徒的拥簇下移出宫外，
开始绕境之旅。

据介绍，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

将横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4县
市逾百座妈祖宫庙，跋涉约 340 公
里，预计 30 日回銮安座。参与活动
的信众都是徒步随行，沿途的商家、
居民将设摊供应茶水、食物等，供绕
境信众免费食用。

今年的妈祖绕境进香还结合了多
种科技手段，推出手机应用及卫星定
位服务，以便参与信众查询妈祖銮轿
的实时位置，了解沿途超市、救护
站、洗手间等信息。无法到场的民众
也可通过网络 24 小时直播，线上体
验活动的热闹氛围。

妈祖，原名林默，是宋初莆田湄
洲一位富有神奇色彩的女子。相传妈
祖扶危济困，救助海难，被尊为“海
上女神”。全世界有 2 亿多名妈祖信
众，台湾全岛较有规模的妈祖庙有
800多座，信众达1000多万人。

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拉开帷幕台湾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拉开帷幕

本报北京4月23日电 记者日
前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获悉，
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经贸参访团 4 月
17日抵达北京，拜会有关单位并赴
江苏参访，21日返台。台湾工业总
会理事长苗丰强临行前表示，加强
交流合作是两岸民心所向，希望两
岸产业界携手前行，共同开拓大陆
内需市场和全球市场，在参与高质
量发展中互利共赢。

这是台湾工业总会在疫情防控
转段后首次组团来大陆参访。国务
院台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会和江苏省高度重视、
热情接待，与其就深化两岸产业合
作、台商台企参与高质量发展等议
题深入交流。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宋涛在会见参访团时表示，我们全面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广大台商台
企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机遇，融入新
型工业化进程，实现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
济。台湾工商界要从民族大义、台湾
前途和同胞福祉出发，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

交流合作，促进同胞心灵契合，积
极参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
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在会见参访
团时表示，江苏是台商投资最密集、两
岸交流合作成果最丰硕的地区之一，
将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
践，为台商台企发展提供新机遇。

工信部副部长张云明、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分别会见
了参访团。张云明表示，两岸产业
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巨大，大陆正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台商扎根大陆，将与大陆工
业一起发展。李毅中表示，大陆是
离台湾最近且最好的市场，工经联
与台湾工总在促进两岸交流、经贸
发展上可加强合作，也大有可为。

参访团成员纷纷表达了对参与
大陆高质量发展和两岸经贸合作的
期盼。苗丰强说，“九二共识”是两岸
交流的重要基础，两岸不应受到个
人或外部势力影响而分裂。工总愿
持续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工业总会是岛内主要工商
团体之一，涵盖 157 个产业公会、
11 万多家生产型企业，近 7 万家会
员企业已在大陆投资。

本报平潭4月23日电（记者程
龙） 4月 22日至 23日，第二届台湾
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福建平潭举
行。会议由孙中山基金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与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
张海鹏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自
2002年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史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海
峡两岸学术交流。今年在平潭举行
第二届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具有

特别的意义。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多
样的学术活动，培养台湾史的研究
队伍，扩大台湾史的作者群，进一
步推动台湾历史研究，也希望更多
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走上台湾史研
究的学术阵地，共同关心祖国统一
的前途。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
学、台湾政治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近70位两岸学者与青年学生参会。
与会者围绕清代台湾史、台湾与抗日
战争等主题开展7场论文报告交流，
并赴平潭南岛语族博物馆等地参访。

力促两岸产业合作

台湾工业总会疫后首访大陆

第二届台湾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闽举行

4月 23日是世界乒乓球日，恰逢 2023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
冠军赛澳门站的决赛日，国际乒联集团和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在大三巴牌
坊前联合举办庆祝活动。图为中国队选手孙颖莎（前左）在活动中挥拍。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世界乒乓球日庆祝活动在澳门举行

本报香港4月23日电（记者陈
然） 首届“香港流行文化节”4 月 22
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典
礼，通过流行歌手重新演绎数首经
典粤语电影歌曲，配以电影片段和
剧照，展现香港多元文化特色，为
观众带来丰富的艺术体验。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
局局长杨润雄致辞时表示，国家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
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特区政府会以多元政策推动文化发
展，其中一项就是积极推动香港独
特的流行文化。特区政府也会通过

创意香港、旅游事务署、香港旅游
发展局及其海外办事处向外展示香
港的魅力和软实力，讲好香港故事。

据悉，首届“香港流行文化节”自
4 月开始持续至今年底，将陆续推
出流行音乐会、专题展览、电影放
映等约20项活动，带着观众重温香
港流行文化黄金时期的经典作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
2022 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本届特区
政府锐意推动文化发展，使香港成为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特区政府计
划每年与业界合办流行文化节，并研
究长远设立流行文化馆的可行性。

首届“香港流行文化节”开幕

今年以来，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税费优
惠政策，鼓励当地农企研发创新，推动乡村振兴。图为近日，位于该县的一
家港资茶园的茶农在整理茶叶。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位于广东省深圳
市的光明科学城启动
区即将建成交付。该
项目是深圳建设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
心承载区，总建筑面
积约 23.1 万平方米，
包 含 脑 解 析 与 脑 模
拟、合成生物研究两
个大科学装置，以及
综合研究院、专家公
寓、青年公寓等。图
为深圳光明科学城启
动区。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