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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体验参与

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日前在
苏州昆曲传习所，苏州昆剧院的专
业老师向前来参观的台青讲解了昆
曲的缘起和发展，两名优秀青年演
员为他们表演了 《牡丹亭》 选段。
随后，十余名台青代表争相穿上戏
服，上台学习昆曲表演。

台青吕朋育来自台湾中国文化大
学，他在接受演员们的专业指导后激
动地说，虽然自己学习中国传统戏曲，
但是以往大都是从书本、影片上面得
知昆曲的内容。这一次现场走访昆曲
传习所，感觉很不一样。“虽然我和这
里的昆曲老师分处两岸，但我们都在
努力让传统戏曲文化能一直传承下
去。希望两岸的戏曲界能多多交流。”

不只是戏曲表演，在近日举行
的另一场中医药文化活动中，台湾
青年现场聆听了两岸专家学者关于
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故事，体验了用
杆秤抓药、制作香包和花茶的过
程。“这次活动让我深刻领悟中医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医者仁心的人生哲
理。”台湾慈济大学中医药专业学生
苏轩表示，期待在大陆更多地体验
中医文化，也希望自己今后在中医
文化传承发展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刺绣艺术沙龙上拿起针线跟
着刺绣大师一起制作扇面；在评弹
博物馆聆听讲解员介绍苏州评弹的
前世今生……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活
动，台青们都乐此不疲，沉浸式体
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感受姑苏韵味

“新鲜的肉剁成肉末，辅以虾
仁、黄花菜、木耳、笋丁、扁尖作
馅料……苏州夏日最时令的美食，当
属清香咸鲜的炒肉馅团子。”“台湾最
标志性的小吃之一，就是卤肉饭。口
味比起红烧肉清淡一些，油葱的香气
是点睛之笔。”……在近日举办的“寻
味两岸·最忆四季三餐”文学创作沙
龙上，两岸作家代表以美食为媒，畅
谈城市的文化、风俗，为两岸青年
展示不同的文化风貌。

作家们的分享，牵起了两岸青
年共同的味觉记忆。参加活动的台
青温笙说，来苏州之前她就听朋友
介绍这里的苏式面很有名，浇头种
类繁多、各具特色，希望能够尝尝
味道。另有台青表示，希望下次等
大闸蟹上市的时候再来苏州，品尝
这道美味。

苏州是典型的江南城市，有着
颇具特色的小桥流水景观。活动
中，两岸青年一起登上摇橹船，在
水上领略古典园林和青板石街的韵
味，实地体验“君到姑苏见，人家
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
多”等古诗里抒发的江南意境。许
多台青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
向台湾的家人朋友和网友展示了眼
前的美景。

从打卡文创市集到了解丝绸文
化，从走访专业剧场到参观乡村风
貌，本届青年文化月期间，两岸青
年从不同领域和视角感知姑苏韵

味，了解苏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
济发展。“苏州很美很有趣。”谈及
对苏州的印象，台青们这样表示。

寻找发展机遇

台胞陈晓文在大陆打拼已超 20
年，如今是苏州一家美容美发学校
的校长。近日，她参加了在苏州举
办的“百企千岗等你来”台湾青年
专场招聘会，希望通过提供自己企
业的岗位吸引新一代台青留苏工
作，携手为两岸的“美丽”事业作
出贡献。招聘会现场，第一次来大
陆的柯允婷说，由于工作原因，父
亲会频繁穿梭于两岸，“他经常告诉
我，到大陆走走看看，你会发现不
一样的天地”。

除了安排专场招聘会，主办方

还邀请台青参访苏州高新区、江苏
省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太湖光子
科技园及部分台企，让台青们了解
更多关于苏州经济、科技、企业的
发展情况，鼓励大家留在江苏、留
在苏州追梦逐梦圆梦。

近年来，江苏致力于帮助台湾青
年实习、就业、创业。自 2017 年起，江
苏连续举办台湾大学生实习就业特
训营活动，6年来，累计面向台湾青年
提供实习岗位 7500 多个，吸引近
3100 人参加。同时，江苏建设一批
创新创业载体，其中获国台办批准
设立 12 家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
地 （示范点），一批优秀的台湾青年
创业项目孵化毕业、发展壮大。

本届青年文化月活动由国务院
台办和江苏省政府共同主办，江苏
省台办、苏州市政府承办。

“到大陆走走看看，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天地”
——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活动反响热烈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汇聚舞狮与布袋戏等两岸民俗表
演的舞蹈《天地祥和》、融合传统京剧
和现代说唱的跨界戏曲秀《华夏情》、
充满活力与激情的主题曲 《青春的
海》……丰富多彩的晚会节目让现场
观众掌声不断，同时拉开了第三届海
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活动的序幕。

本届青年文化月从 7 月下旬持续
至9月中旬，开幕式及主场活动在江苏
省苏州市举办。活动以“同心同行 青
春力量”为主题，旨在交流中华文化
创新发展，讲好文脉传承新鲜故事。
近1500名台湾青年参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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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海
珠区的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
验区核心片区，建设者在高空进行
幕墙工程施工。

据介绍，该试验区是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核心平台之一，建成
后将成为创新型产业集聚地，是广
州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重点平台。

付海燕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胡拿云）
夏日之夜的荧荧星光、音乐派对上的
欢聚畅谈、经典传唱的粤语歌曲……
近日，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 50 位青少

年相聚位于广东广州的华南国家植物
园，欢度游园会。

本次粤港澳青少年植物园奇妙夜
游园会活动开设了音乐派对、夏日运

动会以及夜探植物园等活动，为粤港
澳大湾区青少年提供了一次与众不同
的户外“轻社交”之旅。

来自香港的左羡怡第一次夜游植
物园，在老师的指引下，她很快找到
了尺蛾、树蛙等夜行性“小精灵”，目
之所及皆为新奇。“晚上的植物园给我
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在这里我不仅认
识了许多在夜晚开花泌蜜的植物，还
了解到我们国家不同的树蛙种类。只
有万物共生共融，我们的地球家园才
会更美好。”左羡怡说。

从 经 典 粤 语 歌 曲 到 校 园 怀 旧 曲
目，星光音乐派对上，粤港澳青少年
用音符点亮城市的夜晚，他们围成一
圈随乐合唱，琴声和歌声交织；在游
戏环节，青少年们或将荧光棒张贴成
蝴蝶、昆虫等形状，或手拉手协作配
合完成“荧光呼啦圈”传递，沉浸式

体验“手可摘星辰”的夏日浪漫。
“我很享受这种沉浸式、慢节拍的

轻松氛围。月色很美，风也温柔，大
家围在一起唱歌的场景让我很感动。”
澳门青年梁锦昌说，“通过这个活动我
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大家都是年轻
人，在这样温馨又欢快的场景中很快
就能玩到一起。”

据了解，本次游园会是“爱我中
华·粤港澳青少年走进华南国家植物
园”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接下来，共青
团广州市委员会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在
植物园开展青少年生物多样性教育，结
合不同主题，形成每月一次科普小课
堂、每季度一次季节主题游园会、每年
一场绿美广州生态嘉年华的常态化机
制，让更多粤港澳青少年走进华南国
家植物园，为其提供实践体验、参观
学习、互动交流、成长发展的平台。

粤港澳青少年在穗共享国家植物园“自然之美”粤港澳青少年在穗共享国家植物园“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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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8月2日电（记
者付敏） 以“中华经典·照亮未
来”为主题的 2023 海峡两岸青
年阅读季暨“二十四节气”文化
交流活动，2日在厦门启幕。

来 自 台 湾 大 学 、 高 雄 大
学、铭传大学等24所台湾高校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厦门大
学、福建师范大学等 13 所大陆
高校的 100 名大学生在厦门品
味书香，以书会友，开展为期 7
天的中华经典阅读交流之旅。

当天下午，台湾青年从厦
金“小三通”抵达厦门，首站
来到了厦门古地石纳斯卡射箭
俱乐部，参观了解中华传统射
礼文化，并结对开展 “寻找读
书搭子”阅读分享会。

辅仁大学应届毕业生蔡瑜
轩是第二次参加海峡两岸青年
阅读季活动。

“四年前，我还是高中生，
参加这个活动，交到了特别要
好的朋友。我一直在跟大陆朋
友联络。”她说，“当年阅读季
闭幕分别那晚的情景还历历在
目。今年我一听说有这个活
动，就赶紧报名参加，来与好
朋友相会，也认识新朋友。”

台湾高校带队老师龙莹莹
介绍，此次参加活动的台湾大

学生共有 28 名，来自台湾北
部、中部、南部不同高校。“台
湾学生都很期待这次阅读季。他
们带着自己最喜欢的书，与年龄
相仿的大陆学生一起分享，既增
长见识，还交到好朋友。”

据介绍，在接下来的行程
中，两岸青年们将赴厦门海沧
了解即将重建完工的金沙书院
的文脉历史，参加 《二十四节
气深阅读》 创作体会分享会，
以及通过了解宣纸和墨汁印制
文字的传拓技艺、学习中华传
统印刷工法。

主办方表示，书籍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载体和两岸青年心灵
交流的桥梁。本次活动旨在以书
为媒，通过同读一本书、同走一
段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两岸青年在品味书香、共
读经典的氛围下增进彼此了解，
共同体验中华文化之美。

海峡两岸青年阅读季由中
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管理委员会、中国农业
博物馆、海沧金沙书院、厦门外
图集团有限公司和台湾中华青
年交流协会共同主办，自 2017
年以来，已邀请两岸500多名青
年参加36场读书沙龙、名家讲
座等全民阅读交流活动。

本报香港 8月 2日电 （记
者冯学知）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
和香港七大商会共同主办的激
发香港“兴”的动能座谈会 2
日下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
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雁雄
应邀出席会议并致辞。特区政
府商务、金融、创科等部门，
以及企业和商会组织代表约
200人参加。

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
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
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把握
好祖国和世界的机遇，激发

“香港号”列车的无限发展动
能，在由治及兴新征程上高速
前行，让香港尽快达致“兴”
的阶段。

李家超指出，要激发香港
“兴”的动能，必须主动积极对
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必须扩展畅通便捷的
国际联系，贡献区域和国际多
边合作；必须团结动员所有能
量，为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奋斗。

郑雁雄表示，去年7月1日，

习近平主席亲临香港发表重要
讲话，引领香港各界把准了

“一国两制”实践的历史方位，
找回了香港以经济法治立身、
以繁荣稳定扬名的城市底色，
凝聚了香港拼经济拼发展的
社会共识，为香港由治及兴注
入了最重要的信心、最强大的
动力。

郑雁雄强调，特区管治团
队、工商金融主力、社会各个
界别、全体香港市民都应以前
所未有的机遇意识、窗口意
识、使命意识，坚定信心，勇
毅前行，全力支持香港由治及
兴、以变促兴。相信以国家发
展态势之盛，以“一国两制”
制度之优，以香港同胞能力之
强，香港由治及兴的道路一定
会越走越宽广。

座谈会上，来自特区政府
有关部门、广东省发改委及香
港工商界的14名代表作了交流
发言。有关方面在现场签署了
十多个项目合作协议，涉及创
新科技、智慧城市、北部都会
区开发、金融科技、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
等领域。

激发香港“兴”的动能座谈会在港举行

两岸青年在厦门品味书香以书会友

近日，2023年全国少年轮滑 （自由式轮滑） 锦标赛和“海峡
杯”两岸轮滑交流赛在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开赛。来自大陆的163
支队伍和台湾地区的4支队伍参赛，15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对
各类奖项展开激烈角逐。图为选手参与花式绕桩项目比赛。

许华森摄 （人民视觉）

本报福州 8月 2日电 （记
者柴逸扉） 以“新形势下深化两
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
践”为主题的第五届两岸融合发
展论坛2日在福建福州开幕，两
岸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论坛。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会长郑建闽在开幕式致辞中表
示，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只有
通过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才
能有效联结两岸共同利益，加
强互利合作，打造共同市场，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才能有效
化解两岸的误解和分歧，消除

“台独”分裂思潮影响，促进两
岸同胞心灵契合，铸牢两岸命
运共同体意识；才能排除外部

势力干涉阻碍，维护台海和平
稳定，为两岸同胞共同推动国
家统一、民族复兴创造条件。

与会专家学者就当前两岸
形势、台胞台企融入祖国大陆
新发展格局、福建探索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等议题展开研讨。

两岸融合发展论坛是由中
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牵头，
各有关研究机构共同主办的学
术交流平台，旨在凝聚两岸学
者智慧，研究融合发展的理论
与实践，为探索融合发展新路
出谋划策。本届论坛由中华全
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台湾研究所、闽南师范
大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共
同主办。

两岸专家福州共论“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