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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笔的制作过程让我超级震撼！我从小被
妈妈送去学书法，却从没想到毛笔的历史这么
悠久，有这么深的文化内涵。”近日，在浙江省
湖州市举办的第二届湖台青年“追梦 筑梦 圆
梦”交流暨2024两岸青年共庆五四青年节活动
上，来自台湾南投的青年团员代表蔡 珊说。

6 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台企联青委会、台
湾中国统一同学会、湖州市台协会青委会、台
湾南投新同盟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的60余名台湾
青年饱览湖州的湖光山色，感受古街、古迹、
博物馆中的历史文化，交流在大陆追梦、筑
梦、圆梦的体会心得。

街巷间追寻历史

“湖州位于长三角地理中心，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联
合国认定的全国唯一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
区……”湖州市台办主任姜宝荣这样对台青介
绍湖州概貌。

踏着厚重的青石板，走过古老的石拱桥，
台青们在吴兴区的衣裳街领略到了历史文化名
城的风貌。这里有东晋谢安故居旧址、唐朝颜
真卿所建霅溪馆等数十处历史建筑，有成片清
末民初建筑，也有年轻人喜欢的美食、咖啡、
奶茶、潮玩衣饰店铺。

在湖州民国文化馆，台青们发现许多赫赫
有名的民国人物原来都出自湖州。“以前在课本
上学到的比较粗略，在这里才看到细节，比如
钱玄同提倡使用简体字、从左往右书写、每段
开头空两个字等。”蔡 珊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上，记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在南浔古镇，台青们游览当地晚清首富刘
镛的私家花园小莲庄，看太湖石围成荷花池，
赏融合中西美学的楼阁水榭，感受江南园林的
清丽雅致，也了解到古时湖州作为鱼米丝绸之
乡的繁华鼎盛。乘游船走古镇水路，两岸特色
店铺林立，游人如织，台青们不时对擦肩而过
的游船乘客高声喊“嗨”打招呼。

乡村里体验进步

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台青们在镌刻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前拍照留念。
2005年 8月 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正是在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科学论断。
晚春时节的余村满眼青翠，远山环抱着竹

林、绿树和农田，其间一幢幢民居粉墙黛瓦、
错落有致，宛若一幅水墨丹青。如此美景让人
难以想象，20 多年前的余村到处是难看的矿
坑，时常炮声隆隆、遍地粉尘。了解到余村如
何下决心关停矿山，发展精致农业和乡村旅
游，将好风景变成“好钱景”的过程，台青们
感慨“太不容易了”“这才是可持续发展”。

“不只余村，安吉每个村都很美。”当地村
干部介绍说，湖州乡村振兴工作卓有成效，安
吉全县就是一个“大花园”。2023年，安吉县实
现接待境内外游客 3152.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达448.1亿元，安吉白茶等特色农产，也早已成
了全国市场的宠儿。

延续千年的湖笔文化，给台青们展示了另
一种可持续发展。在善琏镇湖笔文化交流基地
的工厂中，看到女工们专心致志手工挑出一根
根不符合标准的兔毛羊毫，得知她们每项技术
要学七八年才能出师，台青陈有德感叹：“这就
是大国工匠精神！古老技艺就这样传承下来。”

交流中发现机遇

“我 2012 年来大陆，开始追梦，2020 年开
始筑梦，今年可以算圆梦。”交流会上，台湾
中国统一同学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李东宪分享了
自己在大陆创业的故事。“2012 年在天津下飞

机时是冬天，气温只有两三度，我却穿着短裤
人字拖，接机的人看傻眼。”李东宪说，因为
当时从未出过远门，对大陆一无所知。如今，
他已是位“大陆通”，在江苏南通开起了跆拳
道道场。

全国台企联副监事长、青委会副主委宗家
泓分享了自己作为“台商二代”在浙江创业安
家的故事。他说，年轻人是否有稳定长远的事
业发展，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居住品质很重要，
而浙江有不少像湖州这样完美融合自然、社
会、人文、旅游的城市。“在浙江，很多事情事
半功倍，政府高效、市场繁荣、创新环境好，
希望各位台青做个有梦的人，一起在湖州追
梦、筑梦、圆梦。”

此次带团的南投新同盟文化经贸交流协会
会长王麟钰对记者说，她已经多次带台湾青年
到湖州参访，感觉可以用湖州城市宣传语“在
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来形容，台青们亲眼看到
了大陆的发展和美好。许多台青来过之后对大
陆有了全新认识，回去会跟朋友分享，还会跟
她说：“下次再带我们去哦。”

湖州市近年来着力推进两岸青年交流合
作，举办两岸青年三人制篮球赛、两岸青少年
湖笔交流、两岸情缘音乐会等活动，打造两岸
青年交流平台。天心天思 （湖州） 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台青蔡闵仰寄语台青：“在湖州
看见美丽大陆，在湖州发展美的项目。希望更
多台湾朋友来湖州，找到发展机遇。”

台青组团探访浙江湖州

湖光山色中感受大陆发展
本报记者 王 平 文/图

据新华社银川5月8日电（记者
艾福梅、刘祯） 写毛笔字、扎染织
物、学打太极……7日，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第六中学，来自香港6
所中学的 90 名师生和当地学生一
起，体验了该校的特色素养课。

“第一次尝试扎染，感觉很有
趣，非常有体验感。”香港葵涌循道
中学学生谢安琪说，六中同学都很
友善，一直在身旁协助自己，不一
会儿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为期5天的香港中学生“宁夏历
史文化、自然资源与环境保育探索
之旅”交流活动从6日开始。银川市
第六中学是其中重要一站，香港师
生参观了该校的创客空间、功能性
教室、心理疏导室等。

“很喜欢这所学校的地理教室，
很多模型可让学生更形象地学地
理，而不仅是靠课本上的文字。”香
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丘佐荣中学学生
林希彤说。

与香港的海滨景色迥然不同，宁

夏位于西北内陆，自然风光雄浑壮美。
这次活动让香港学生们看到很多以前
看不到的风景，学习祖国的多样文化，
打破了他们对宁夏的刻板印象。

“这里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
善，既没有想象中的西北地区那样
荒凉，又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大都
市。”林希彤很期待接下来的沙漠之
旅，希望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体验
不同的民族风情和文化。

以前学生们只能在书本上看、
在课堂上听老师说，这次宁夏之旅
让地理课、历史课“活”了起来。
丘佐荣中学教师林霭诗说：“香港学
生难得来西北，看完贺兰山岩画，
学生们赞叹不已。”

此次交流活动由宁夏港澳台办
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共同举办。
香港师生们还将前往西夏陵、沙坡
头、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地，了解
宁夏的历史文化，欣赏黄河及沙漠
景观，培养香港学生的国民身份认
同，厚植爱国情怀。

体验别样西北文化

香 港 中 学 师 生 走 进 宁 夏

5 月 7 日，参加“宁夏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与环境保育探索之
旅”交流活动的香港中学生在宁夏银川市第六中学学写毛笔字。

新华社记者 艾福梅摄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霞
浦县迎来海带收获季。海带
是霞浦县农业经济的传统主
打产品之一，是当地不少农

（渔）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
来源，霞浦县于 2009 年被授
予“中国海带之乡”称号。目
前，全县养殖海带占海面积
约30万亩，产值约40亿元。

图为 5 月 9 日，采收海带
的船只航行在霞浦县沙江镇
沙江村附近海域。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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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潘清、吴小
静） 一年一度的“上海海峡两岸青
年创业大赛”5月6日启动，面向海
内外发出参赛项目征集令。大赛将
通过遴选优质创业项目并提供现金
奖励、优惠落地配套政策及服务，
鼓励两岸青年“创意点亮梦想、创
业改变未来”。

本届大赛聚焦生命健康、智能
制造、信息技术、文化创意四大热
门赛道。根据赛程，大赛报名截止时
间为 6 月 10 日，6 月 13 日至 14 日举
行初赛，6月 26日至 28日在上海、台
北、广州三地同步路演完成复赛，总
决赛和颁奖典礼将于7月举行。

大赛组委会表示，青创大赛旨
在为两岸青年提供发挥才华的舞
台，为其创新创业持续赋能，助其
融入新发展格局。大赛精心设置 15
个海选合作机构，聘任60位创业导
师，策划举办“两岸青创云论坛”
创业辅导公开课，覆盖赛事全程及
赛后项目落地及投融资对接全周期。

大赛承办方之一、上海 （金
山）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主动对接优胜项目优
先入驻，最大限度降低其创新创业
成本的同时，提供一站式落地配套
政策和全方位代办服务，并整合资
源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撑、政策扶持
与宣传热度，助力打通市场通路。

金山区也针对大赛优胜项目推
出一系列奖励政策，涉及融资支
持、租赁用房补贴、工商注册便利
服务等，符合条件的选手还可优先
入选“上海湾区”人才计划。

自 2016 年首次举办以来，“上
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已成为
在两岸及海外颇具影响力的青创赛
事。历届大赛累计吸引超9000名青
年才俊、4081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参
赛。2021年冠军项目“骨科手术机
器人”项目已成功落地园区并获得
多项技术突破，还有多个优胜项目
获得战略投资或投资意向，实现了
自身的快速成长。

上海青创大赛鼓励两岸青年“创业改变未来”

新华社澳门5月 8日电 （记者
刘刚、李寒芳） 第十届澳门国际传
播周 8 日在澳门科技大学开幕。本
届传播周以“数字范式”为主题，
将就数字语境下的城市公共空间、
文化生产以及人的感知等展开探讨。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在开
幕式致辞时表示，数字技术的飞速
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
传播方式，也对澳门社会和文化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次国际传
播周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探讨数字
范式对澳门社会、文化和传播的影
响，并思考澳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定位和未来发展。

开幕式后发布了“澳门·上海双
城数字沟通力指标”，这一指标体系
是澳科大澳门传媒研究中心与复旦

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合作科研
的标志性项目。项目聚焦澳门、上
海市民在数字消费、数字交往、数
字健康等方面的数字沟通状况，展
现双城市民在数字福祉获得感上的
异同，为更好地实现数字城市沟通
力提供借鉴。

同场还举行了“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系列融媒体国际传播项目”
启动仪式。该项目由江苏省广播电
视总台与澳门科技大学等合作策划
推出，全方位展示澳门与江苏经贸
合作的成果，生动展现澳门回归祖
国25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届传播周由澳门科技大学人
文艺术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
研究中心，以及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台等单位共同主办。

澳 门 国 际 传 播 周 开 幕

本报澳门5月 9日电 （记者富
子梅）“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
门设计”标志 8 日在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发布，并为首批产品颁发用
户许可证书，这是深合区发展中医
药等澳门品牌工业的又一重要举措。

《“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
设计”标志管理办法（暂行）》2023年
10月实施，受到内地、港澳及海外中
医药、食品及保健食品等大健康企业
广泛关注。“澳门监造”系列标志的正
式启用，对促进深合区内澳门品牌工
业等“四新”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是协同澳门“1+4”多元产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澳琴规则衔
接、机制对接的具体实践。

“澳门监造”系列标志设计以澳
门标志性元素“莲花”为基础，结
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
设计”文字，整体风格简约庄重、
辨识度高，同时易于叠加各类应用
产品的自有设计，符合国际主流设
计方向以及后续推广需要，寓意澳
琴联手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象征
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活动现场，澳门厂商联合会、
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与深合
区澳质品牌促进中心签署合作协
议，推进“澳门监造”标志与“M
唛”澳门产品优质认证计划，三方
将共同打造区域联合品牌，助力澳
门特色优质产品拓展海内外市场。

“澳门监造”系列标志发布

新华社上海5月 8日电 （记者
潘清） 行云流水，以柔克刚。作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源远流长的
太极文化如今成为沪台民间交流媒
介。8日举行的“两岸同根 太极一
家”文化交流活动，为“上海闵行·
台湾月”拉开帷幕。

这是上海闵行区第四次举办
“两岸同根 太极一家”文化交流活
动。今年的活动邀来 200 余位两岸
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
交流心得。杨氏太极拳、太极剑、
功夫扇……主办方精心安排的两岸
太极名家精彩表演令人赏心悦目。

当地社区居民以及在沪求学打
拼的台生台青们也纷纷赶来为活动

“助兴”。19 年前一群在沪台湾妈妈
创办了以弘扬国学为主旨的子路班，

当日活动现场子路班的孩子们表演
了国学诗朗诵，以及上海台商子女学
校台生们的欢快舞蹈，用不同的形式
表达了对两岸同胞亲情的赞颂。

据悉，今年的“台湾月”将举
办老街七香文化交流、香樟树下社
区行、两岸青年骑行、台湾风情社
区邻里节、两岸乒乓交流、台企服
务日等活动，为台企发展、台胞安
居、青年圆梦打造更有温度、更加
融合的良好氛围。

据介绍，闵行区位于上海城市
西南部，拥有便捷交通和优美环
境，以优质营商环境成为广大台胞
投资兴业的热土。太极文化交流活
动和“台湾月”将成为沪台深化交
流的纽带，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
合、情感交融。

“上海闵行·台湾月”在太极交流中启幕“上海闵行·台湾月”在太极交流中启幕

5月 8日，在上海闵行区举办的“两岸同根 太极一家”文化交流活
动上，以弘扬国学为主旨的子路班的孩子们与家长登台表演诗朗诵。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