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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昼夜穿行多地，为我拨开神州大地的面
纱”“丰饶的历史记忆、蓬勃的生命力、人与人交
会时互放的光亮，使我一往情深”“大陆民众诚挚
友好，让我非常温暖”“此行毕生难忘”……

3月底至4月初，马英九先生赴大陆参访，带领
台湾青年学生到访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
地，并在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与大陆学生
交流。近期，多位台湾青年在岛内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仍沉浸在这趟特殊旅程带来的感动、兴奋之
中。他们表示，亲身感受大陆现代化建设，同大陆
青年坦诚互动，是此行最大收获。

大陆“新旧并茂、古今并存”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学生周永秦 2018 年曾赴山
东参访，今年此行则让他领略了大陆更多省市的
繁华、创新与活力。

“时隔 4 年多，大陆给我全然不同的新颖体
验。”周永秦说，大陆的硬件建设比想象中还要发
达与先进，城市规划之整齐、高楼之雄伟、高铁之舒
适，建立了他对大陆的新印象，让他赞叹不已。

台湾政治大学学生雍伯康是第一次到访大
陆，此前他便听闻大陆交通网、摩天高楼等建设
非常现代化。“此次实地走访，证实了我对大陆现
代化发展的想象。”他说，参访的城市发展相当成
熟，仍有许多建设在进行。大陆发展真是以“进
步进步再进步”为目标。

“每次到大陆，都觉得都市规划越来越先
进。”曾多次到过大陆的台湾政治大学学生袁筱婷
感叹，经过历史的淬炼，大陆如今的面貌证明深
厚的文化底蕴是生生不息的。

台湾大学学生何嘉霖多年前曾随父母来大陆

探亲，此行为她打开了观察大陆的新视野。在她
看来，参访的每个城市都给人“新旧并茂、古今
并存”的感觉。“在南京，明明上一秒还走在中山路
上，看到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下一秒就可以走进秦
淮河畔，好像穿梭千年跟古人在一起的感觉。”

“大陆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兼顾文化保存，
传统与现代兼容并蓄，让我很惊喜。”何嘉霖说。

“大九学堂”二期学员郭晏婕表示，此行参观
了许多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景点和建筑。这些地
方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是中华文化的宝藏。文化
遗址、文物和艺术品，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
的卓越成就和独特魅力，让我们得以更了解和认
识中华文化的源头、发展历程及精髓。

青年交流“浑然天成”

在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三场座
谈后，周永秦的微信好友里增加了 50多个大陆青
年朋友。回台湾后，他一直与大陆同龄人保持联
络，分享各自的生活、课业和未来规划等。

“ 三 场 交 流 ， 可 谓 ‘ 浑 然 天 成 ， 欲 罢 不
能’。”周永秦说，每次座谈后，两岸学生都热情
交换联络方式，合影留念。“之前访问山东院校
时，就真切感受到和大陆朋友互动自在、热情、
亲切，没有隔阂。此次交流依然热切自然，让我
感动和不舍。”

大学生活、课程、社团活动，以及旅行、影
视剧等，是两岸青年交流时的热门话题。台湾大
学学生徐玺从小就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感兴趣，喜
欢古装剧。在复旦大学交流时，她说很想沿丝绸
之路旅行，大陆同学便分享了相关经验，还帮着
规划行程。

“一路走来，感受很深的就是，无论大陆同学
还是工作人员，都是以真诚互动的心态在做交
流。”徐玺说。

“会后的微信交流中，大陆同学邀我再去找
他们玩，给我介绍推荐他们居住城市的景点与名
产……种种细节让我充分感受到大陆同学的热情
友好。”雍伯康说，希望今后两岸青年有更多交流
机会，增进对彼此生活各方面的了解。

“常来常往，两岸定会越来越好”

在湖南大学交流时，一位大陆同学向何嘉霖
提问，想了解中华文化对台湾年轻人的影响。何
嘉霖回答说：“我们中秋节也吃月饼，小时候背诵
朱子格言，长大后也读金庸，中华文化已内在于
我的喜怒哀乐，塑造我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在和大陆同学交流时，无论聊生活还是学
业，我得到了很多共鸣。这样的沟通，对我们年
轻人是很有帮助的。”何嘉霖说。

交流时间太短，几乎是所有受访台湾青年的
共同“抱怨”。他们期盼两岸能组织更深入的专题
性的青年交流，建议通过“换宿”等方式深入了
解大陆家庭生活，也希望有更多大陆学生到台湾
参访交流……

“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上，两岸青年能保有友
好空间，改善两岸关系之路必然可期。”周永秦说。

“两岸的前途、民族复兴的宏愿，往往就在我
们的一言一行一念之间。感谢这趟访问为我鼓足
信心，我确信这是一个起点，多谈你，多谈我，
多谈‘我们’，未来的日子里常来常往，两岸一定
会越来越好。”何嘉霖说。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章利新、尚昊）

台湾青年：

看见大陆新颜值 感受两岸真情谊

“实习期间，大家可以用心感受一下北京文化
有什么特点，体会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哪里，
也可以思考自身未来的发展与祖国发展的大势、
与港澳发展的明天有什么结合点。同时也希望大
家能收获友谊，人生中多几个北京‘哥们儿’。”6
月12日，在北京举办的2023年“港澳大学生文化
实践活动”开幕式上，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副
主任孔伦这样表示。

本届活动为期 5 周，实习机构共计 18 家，既
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也

有梅兰芳大剧院等演出场馆，还有中演演出院线
等文旅企业，实习岗位涉及文创产品设计、艺术
教育培训、演出运营管理等。除实习外，主办方
还安排学生参访雄安新区、中关村京港澳青创中
心，并将安排分享活动，让学生交流实习感悟和
展示实习成果。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
全国青联秘书处、香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澳门
中联办教育与青年工作部、香港青年联会、澳门
基金会共同主办。

“内地市场庞大，潜力无限，这次经历是港澳

学生职业生涯的起点。”香港青年联会主席杨政龙
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港澳学生通过类似实习可以
增加职场经验，学习不同技能，提升信心，为踏
入社会做好准备。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学生参与其
中，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所长。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通过视频
致辞表示，希望港澳学生通过参加活动，做到
学有所用，担当好增进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的
使者角色，将来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故事。

来自伦敦艺术大学的港生区凯琳将在向往已
久的故宫博物院实习。在她看来，文博工作充满
责任和使命感。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有
着深厚的内涵和底蕴。“青年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和弘扬者，回到香港后，我们要做好交流分享工
作，把所学贡献给社会，讲好中国故事。”

来自澳门大学历史系的李麒鸣曾在 2016 年和
2017年两次参加“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分
别在国家博物馆的图书馆和首都博物馆的文物修
复室实习。他分享道，在活动结束后，他还会不
时与实习期间的同事讨论学术课题。实习时的所
见所闻、建立起的关系网络等都将是大家人生路
上的宝贵财富。

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于
2005 年倡议举办，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18 年，
致力于为港澳青年朋友开拓视野、锻炼本领、成
长成才提供帮助，成为港澳青年朋友认识祖国发
展、了解民族历史文化、增长社会阅历的重要平
台。数千名港澳优秀青年学子参与其中，到内地
知名博物馆、剧院剧场、文旅企业等实习机构开
展工作学习和文化交流，就此打开创业就业的新
篇章。

“ 在 更 广 阔 的 空 间 发 挥 所 长 ”
——2023年“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在京启动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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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在山东省
荣成市虎山镇东庄村一处
百合花种植园里，花农们
抓紧采摘百合花、加工百
合花茶。

荣 成 市 属 丘 陵 地 区 ，
土地规模化种植程度低，
近年来，当地以“产业兴
旺、生活富裕”为目标，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百 合 、 玫
瑰、金银花等特色花卉种
植，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打造特色种植、休闲旅游
于 一 体 的 田 园 综 合 体 项
目，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和农副产品的销售。

李信君摄 （人民视觉）

湘粤港海关“跨境一锁”快速通关启动

新华社长沙6月13日电（记者张玉洁、陈振海） 13日，一车
出口邮件经长沙海关监管放行启运香港，这标志着湘粤港海关

“跨境一锁”快速通关启动。该批邮件在深圳湾口岸由口岸海关快
速验核，将一车到底直接运抵香港国际机场，并发往世界各地。

“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改革是内地“跨境快速通关”改革与香
港“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的对接。在该模式下，长
沙、深圳、香港三地海关深度协作，通过执法互助、信息互享，
结合卫星定位互联网、卡口直连等技术，实现货物在口岸自动快
速验放，有效降低企业通关物流成本，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长沙海关关长朱光耀表示，湘粤港海关“跨境一锁”快速通
关改革为“湘品出境”提供了新通道，湖南特色产品可经陆路运
输直抵香港后走向世界，目前该项模式已适用湖南全省，有助于
发挥湖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海关关长何珮珊表示，湖南正式开通湘粤港海关“跨境一
锁”的清关点，标志着香港与湖南两地海关在通关便利合作上取得
新突破。此后，香港与湖南之间的贸易及物流将会更频繁，不但为

“湘品出海”打造新的绿色通道，让湖南的产品走向国际，亦让香港
的物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提振香港经济发挥助力。

据长沙海关介绍，相较于传统公路转关模式，湘粤港“跨境
一锁”具有多个方面的优势：香港、长沙两地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实
施监管，深圳海关实行途中自动核放，运输车辆可直接进出境，湘粤
港直通车24小时内即可往返；按照通关环节“减繁琐”的要求，减少
在口岸办理车辆通关和货物转关手续的环节，并节省相关费用；实
现香港、深圳和长沙三地通关“无缝对接”，把香港国际机场、国际货
仓的功能直接延伸到湖南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香 港 出 口 指 数 连 续 两 季 度 改 善
本报香港6月13日电 （记者陈然） 香港贸易发展局 13 日表

示，香港今年第二季度出口指数环比上升8.8点至47.8，反映香港
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及业务复常后，香港出口商信心显著回升。

香港贸发局最新出口调查显示，除服装业外，所有受访行业
的信心均好转，其中玩具和机械分别升至 55.4 和 50.3，高于盛衰
分界线。盈利前景方面，66.3%受访者预期今年的净利润率将更佳
或持平，环比上升15.3个百分点。

贸发局本季度的出口调查新增了“库存”“当前新订单”和
“预期新订单”三项细分指数，旨在更全面反映出口商情绪。结果
显示，受访者预期未来 3 个月新增订单将有可观增长，特别是玩
具、钟表和机械。

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范婉儿预期，今年下半年香港出口反弹
较强劲，复苏势头有望延续至明年。然而也有港商因忧虑外围环
境各种挑战带来的影响而持审慎态度。

香港贸发局每季度均向500名来自香港机械、电子、珠宝、钟
表、玩具和服装六大行业的出口商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对近期
出口前景的看法，指数高低代表看好或看淡市况，以50为盛衰分
界线。

台湾多个团体集会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据新华社台北6月13日电（记者陈君、尚昊） 13日上午，台

湾多个团体近百人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所在地举行记者会，
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危害食安环境。

“福岛核废水危害食安！”“反对核污染水！日本不负责任！”
活动现场，各团体代表先后发言，高呼口号，并向“日本台湾交
流协会”递交抗议信。

抗议信指出，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将严重危害海洋生态环
境和食品安全。与会团体坚决反对进口日本“核食”、反对日本排
放核污染水。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日本排放
核污染水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民进党当局却只表示“遗憾”或“关
切”。台湾民众不仅要抗议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的错误作为，也
要谴责双标、软弱的民进党当局，守护台湾食品与环境安全。

去年2月，民进党当局不顾民众强烈反对，宣布开放禁止输台
逾 10年的日本福岛等五县市食品进口。当年 9月，台卫生福利部
门相关单位在来自日本群马县的蒟蒻粉中检出含微量辐射。

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表示，对于日本极不负责任的行径，周边
国家和地区纷纷表达抗议和谴责，民进党当局却默不作声。所以，我
们在此代表台湾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错误行为。

《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欣说，希望日本悬崖勒马，不要做出危
害世界生态安全的错误行为。

香港新巴及城巴公司近日于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办展览，展
出多款具有代表性的退役巴士、古董巴士等，展示港岛专营巴士
公司交通运输工具的演变，吸引大批市民拍照留念。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褚萌萌）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 6 月
12 日宣布成立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 （北都办），以统筹、倡
导及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特区政府当日宣布丘卓恒出任办
事处主任。北都办今年内将制订和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和
具体计划。

发展局发言人表示，北部都会区以“国际创科新城”为主
题，集优质生活、产业发展和文化休闲于一体，是驱动香港再创
高峰的新引擎，也是促进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高质量经济合
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平台。北部都会区计划涵盖土地发
展、房屋供应、交通基建、生态保育、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及社区
设施等领域，规模巨大，政府多个政策局和部门均会参与，北都
办将承担整体统筹和推动的工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表示，本届政
府会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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