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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钟欣）“吾道南
来·湘江行”第十八届海峡两
岸媒体来湘联合采访活动近
日启程。20 余名两岸媒体记
者夜访湖南永州零陵古城，
游五街七巷、观诗文砚语，
沉浸式感受千年古集市。

台湾自媒体人刘奕伶曾
到访云南丽江古城等地，见
过不少古建筑群落。“与其他
商业化的古城不同，零陵古
城 建 筑 风 格 突 出 ， 与 柳 子
庙、回龙塔等文物古迹距离
相近，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文
化格局。”刘奕伶说。

零陵古城始建于公元前
124年，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
史。该城以明清古建筑为载
体 ， 融 入 徽 派 建 筑 风 格 ，
2022 年 8 月被确定为第二批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
阳修曾写下“画图曾识零陵
郡，今日方知画不如”的千
古名句。漫步零陵古城，入
眼 皆 是 木 柱 黛 瓦 、 花 格 门
窗、亲水楼台，湖湘文化与
明清风格在这座雅致的古城
中 碰 撞 融 合 ， 可 谓 一 街 一
景、一店一画。

“台湾夜市主要以售卖
蚵 仔 煎 、 可 丽 饼 等 美 食 为
主，零陵古城融入了戏曲等
文化元素，丰富了居民的精
神 文 化 生 活 。” 刘 奕 伶 说 ，
将通过自媒体平台向身在台
湾 的 家 人 朋 友 分 享 所 见 所
闻，鼓励他们常来大陆走走
看看。

两岸媒体人还参观了浯
溪碑林与柳子庙。行至当地
为纪念柳宗元而修建的祭祀
庙宇柳子庙前，有着 30 年教
龄 的 台 湾 师 范 大 学 退 休 教
师、台湾媒体人喻文芳感叹，“我在台湾
教了 30年的柳宗元，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关于他的真迹”。

喻文芳介绍，台湾十分重视中文教
育，但囿于文献资料缺失，学生对柳文
的学习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回到台湾
后，她将重新整理自己拍下的照片与影
像素材，将其作为资料提供给台湾师范
大学，供学生了解学习。

湖南是大陆最早推动海峡两岸媒体
人文交流的省份之一。自 2003 年组织

“海峡两岸媒体来湘联合采访活动”起，
该活动已连续举办十七届，成为湘台交
流的品牌活动，也是联通两岸重要的桥
梁和纽带。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两岸媒体记
者 还 将 沿 湘 江 一 脉 探 访 周 敦 颐 故 里 、
石鼓书院等湖湘文化古迹景点、历史
遗存。

上图：参加活动的代表队在进行“运粮”比赛。
左图：参加活动的代表队在进行合力磨面劳动比赛。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上图：参加活动的代表队在进行“运粮”比赛。
左图：参加活动的代表队在进行合力磨面劳动比赛。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老街新貌引客来

福隆新街虽然名为“新街”，却有着
几百年的历史。时至今日，这里仍保存
着当年的传统中式民宅风格，干净的长
石板路两侧，聚集着酒楼食肆和手信小
店，黄墙红窗，韵味十足。

据澳门特区政府介绍，“福隆新街步
行区活化计划”将于 9 月 29 日即中秋节
当天起试行，范围涵盖福隆新街、炉石
塘巷、新填巷、桔仔街和何老桂巷之间
区域。目前步行区已分阶段进行了优化
道路铺地、灯光照明和环境卫生等工
作，将为游客带来更舒适的步行环境和
消费体验。

“福隆新街位于城市核心位置，周边
文化资源众多、集中且具特色，适宜发
展步行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
惠敏介绍，步行区将串联起游客相对密
集的新马路、议事亭前地等核心旅游
区，并联合企业注入商业展示、文艺表
演、休闲餐饮等元素，期待以丰富多彩
的文化、商业活动吸引客流，盘活社区
经济，促进旅游消费。

为进一步丰富步行区游赏体验，澳
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于中秋节当晚在大
三巴牌坊前地举办两场 《月满三巴夜》
中秋音乐会，演奏多首以月亮及中秋节
节庆为主题的作品，与市民和游客欢度
佳节。

今年以来，澳门结合节假日推出
了多项展现历史街区活化成果的文旅
项目。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
欧阳瑜表示，春节期间推出的“新马
路任我行”活动受到热捧，吸引游客
踏足新马路及邻近旧区，不仅让游人
了解新马路的建筑群特色及历史文化
价值，也对带动该区经济活力产生正
面作用。

“打造步行街是促进经济多元发展、
带动社区经济的方式之一，具有较大的
发展潜力。”澳门中区社谘会副召集人李
仲言建议，特区政府应继续丰富澳门旅
游元素，打造有氛围、吸引力强的步行

片区，为澳门中小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
空间。

“荔枝碗”里忆往昔

傍晚，在位于澳门路环的荔枝碗船
厂休闲文化活动空间，一场黄昏音乐会
准时上演——伴着清凉的海风，来自澳
门本地的乐队倾情献唱。观众们坐在老
厂房前，看演出、品美食、赏日落，感
受自然、艺术与工业遗存相融合的独特
魅力。

荔枝碗船厂始建于 20 世纪上半叶，
因选址荔枝碗村而得名。当时，这里以
制造、维修木制船只为主业，人来船
往、热闹繁忙，形成了澳门渔村文化的
独特印记。后来澳门捕鱼、造船业日渐
式微，荔枝碗造船厂也随之停业，退出
了历史舞台。

2021 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启动
了“荔枝碗船厂分阶段活化修复计划”，
在保持渔村和工厂原貌的基础上，将其
改造成以渔村文化为主题的休闲文化活
动空间，并融入时尚元素和生活气息，
打造澳门离岛特色文化地标。今年 6 月，
面目一新的荔枝碗船厂正式开放。

走进荔枝碗船厂旧址，厂区沿海岸
线连缀展开，部分建筑延伸至水面之
上，形成了独特景观。厂房内，锯木
机、船只模型等老物件讲述着荔枝碗村
的发展与演变。渔村生活、船厂历史、
海景风貌在这里有机结合，人们置身其
中便可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体会独
特的澳门渔村文化风情。

不止荔枝碗船厂，因改造活化而重
获新生的工业遗存，还有位于氹仔的益
隆炮竹厂旧址。去年开放以来，这里已
吸引大批参观者到访。炮竹厂内，人们
可以看到水道、池塘、凿炮房等设施，
了解当时炮竹生产及制作的工序流程，
并通过实物藏品、历史照片及多媒体导
赏等方式，回顾澳门炮竹业往昔。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还推出“艺游
计划”，在益隆炮竹厂旧址和荔枝碗船厂
片区等地设立 8 个“艺游点”，供艺术爱

好者申请进驻演出。荔枝碗船厂片区内
还设有特色市集和手作坊等，进一步丰
富改造活化片区的游玩体验，促进文旅
发展。

历史建筑“活”起来

你见过 400 多年前的大三巴牌坊吗？
去年，“时空穿梭·游历三巴”大三巴牌
坊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亮相澳门，为游客
提供了“穿越参观”的新体验。展览综
合运用裸眼 3D 及 VR 等技术，对大三巴
牌坊进行了数字复原，将全盛时期的圣
保禄学院天主之母教堂复现，让古建筑
在参观者面前“活”了起来。

在澳门民联智库理事长陈冰冰看
来，用好AI、VR等数字技术已成为当前
开展文保活化工作的重要方向。她表
示，内地许多城市都结合最新科技推出
了凸显本地文化特色的文旅项目，深受
游客欢迎。“澳门可以汲取相关经验，通
过技术手段将澳门中西荟萃的历史文化
特色更好地呈现出来。”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先后推出
“历史建筑”及“文创空间”两项活化
计划，通过提供资助等措施整合历史
建筑及文化空间，鼓励业界善用有关
空间发展文化艺术、文化创意、文化
旅游为导向的商业项目，推动澳门文
旅发展。

“澳门北区虽然属于民生区，但同样
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及地道美食，只可
惜缺乏有名气的打卡点及街道，难以吸
引旅客深入探访。”澳门北区工商联会会
长黄健中表示，希望特区政府借鉴新马
路、福隆新街等历史街区活化经验，在
北区打造特色景点、美化街道环境，并
定期开展主题活动，盘“活”带火北区
旅游发展。

“现在City walk （城市漫步） 的旅行
方式很流行，我计划利用中秋、国庆假
期的时间行走澳门。”来自广东珠海的刘
女士表示，福隆新街、路环渔港等地都
在计划路线之中，“期待走遍‘澳门新八
景’，同时也到非热门景区和街巷逛一
逛，深度感受澳门的历史文化魅力”。

以渔为生、以船为家，避风塘里挤得水泄不通的船
只小艇，曾是香港仔渔港为人津津乐道的风景。

现在，尽管水面上密集的艇户棚屋已被大小豪华游
艇取而代之，但香港仔渔港依旧保留着上世纪“水上人
家”的生活轨迹。

香港仔海滨公园绿树成荫。在这里，有一处外形酷
似昔日住家艇的临时建筑。当中摆放的精美龙舟模型、
色彩鲜艳的渔家帽、印有避风塘旧景的展板以及门口的
布招牌，提示这里就是渔民文化博物馆。

这座“迷你”博物馆规模虽不大，但墙上一张张老
照片中，一排排停泊在香港仔渔港的渔船，一幕幕“水
上人家”的生活面貌，都留下了昔日渔村印记。

香港仔渔村起源于 14世纪，为昔日香港四大渔村之
首。上世纪 70 年代全盛期，渔民人口达 5 万之多。那
时，舢舨船不仅是渔民赖以为生的工具，更是一家老小
的栖身之所。

“直到20世纪中期，依然有数以千计的渔民家庭居于
海上的‘住家艇’。但现在，已大多是游艇及机动渔
船。”渔民文化博物馆策展人彭洁玲说。

她希望通过展览，将昔日香港渔业最辉煌的时代和渔民
在海上的社区文化保留下来。“但愿曾经那种‘嘴里尝着香港
仔海鲜，眼里看着避风塘风景’的记忆不会随时间消失。”

有着同样心愿的，还有土生土长的 63 岁“香港仔”
陈志豪。

从爷爷那代人出海捕鱼，爸爸那代人收鱼再出售，
到陈志豪这代人接手爸爸的生意，陈家爷孙三代人见证
了渔业全盛期、海鲜坊辉煌期、渔民“上岸”转业期的
时代变迁。

“小时候出海，母亲都是用耳朵听鱼群的动静，来确
定它们的位置。现在用仪器探测，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知
道鱼虾蟹群的种类及精确方位，再用不同的方式自动捕
获，省心省力。”陈志豪说。

1990年左右因父亲退休，陈志豪顺理成章接班，并
转营海鲜贸易批发。“香港和内地的海鲜进出口贸易日益
频繁，填补了香港渔业式微的现状。”他说，香港在人工
养殖技术方面缺乏竞争力，渔工也很缺，内地在这方面
给了很大支持。

谈到国家推出的渔业惠港政策，陈志豪说：“我们受

益良多，内地人口多、市场大，香港出口过去的鱼也能
卖上价。”他说：“每逢回归纪念日和国庆节，香港渔民
团体都会组织渔船悬挂国旗、区旗在维港巡游，因为我
们想把爱国爱港的心意传递给更多人。”

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曾经的香港仔艇户陆续“上
岸”，告别水上生活。

生于上世纪 50年代的陈富明，祖祖辈辈是香港仔渔
民。他这一代渔民，迎来了“上岸”定居的新生活。

“上岸”后的他仍从事着与“渔”相关的工作：一方
面以商会身份帮渔民解决在岸上遇到的问题、协助业界
争取权益，一方面为推广龙舟文化尽心出力。

陈富明时常怀念海上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当起网
时，看见鱼虾蟹在船上跳跃，只只都非常生猛。那一
幕，是钱买不来的欢愉。”他说。

渔业在香港发展过程中曾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
随着时代发展今已式微。如何保存好水上人的生活面貌
与文化，是陈富明时常思考的问题。

“希望这份美好记忆可以一直被保存和延续，把昔日
的渔村岁月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下去。”他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郭辛）

盘“活”旧厂老街，澳门文旅有了新名片
本报记者 金 晨

在澳门，从游人如织的议事亭前地出发，沿着新马路往西北方
向走，便能来到“澳门新八景”之一——福隆新街。这个中秋节，
活化改造后的福隆新街将变身步行区，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联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和
工业遗存的文物保护、活化利用工作，打造了一系列历史文化与旅
游消费相结合的新地标。中西合璧、古今荟萃的濠江小城，正给游
客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

▲上图：活化后的
荔枝碗船厂。

卢锦烈摄
◀左图：荔枝碗船

厂内设立的特色市集。
澳门特区政府文

化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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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渔民文化博物馆。 余俊亮摄

行 摄摄 两 岸

首届海峡两岸农耕
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江
苏省苏州市昆山千灯镇
举行。

来 自 吉 林 、 上 海 、
江苏、河南、甘肃、香
港、台湾等地的 34 支队
伍，600余名运动员通过

“播种”“抗旱”“运粮”
等系列劳动比赛，进行
两岸农耕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