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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非遗魅力

“大禹治水分九州，青州素有
‘海岱明珠’‘信美东方第一州’的美
誉，有 12 年国都、1065 年省级政治
中心、1606 年郡府治、2200 多年县
治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古韵
青州”海峡两岸青少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上，青州
市委副书记蒋建新这样介绍青州。

青州是县级市，青州市博物馆
却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原因正在
于青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
石器时代的陶罐到明清书画作品，
交流团团员们在一件件文物中看
到了青州的历史发展脉络。龙兴
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让团员们
认识了“青州微笑”；明代赵秉忠状
元卷作为大陆现存唯一的殿试状
元卷，引得团员们争相围观，打卡
留念。

追寻范仲淹、欧阳修、李清照等
文学大家留下的足迹，在青州古城
穿街过巷，在偶园见识中式园林的

“康熙风格”后，团员们走进冯家巷
文化街区的非遗工作室，欣赏漆器、
面塑、编绳、琉璃镌刻、皮雕、花边大
套等非遗作品。

冯家巷的非遗课堂对市民和
游客免费开放，团员们也趁机上了

一堂体验课。在青州满族手工皮
艺皮雕非遗传承人寇晓梅的指导
下，缝制出可爱的小马挂件；用粗
细不同的砂纸反复水磨漆器珠子
后，团员们才知道漆器变化无方的
瑰丽色泽从何而来。“能体验到非
遗，真棒！”台生陈相汝说，“想对没
来过的台湾同学说，这里有历史古
迹，还有非遗手作，非常有趣，真的
要来！”

绽放友谊之花

在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团员
们 见 识 了 大 陆 高 等 职 业 院 校 新
颖 的 教 学 方 式 。 建 筑 系 学 生 为
团 员 们 演 示 了 装 配 式 建 筑 施
工 。 他 们 指 挥 吊 机 移 动 一 块 墙
体，将墙上孔洞对准地面竖起的
钢筋，如搭积木般将两者拼在一
起 ，并 用 粗 壮 的 钢 制 支 架 固 定 。

“这是大陆现在比较常见的新型
建筑方式，效率比过去高很多。”
该学院老师说。

在学院的花卉研究中心，团员
们看到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恒温大
棚用物联网技术调节温度、光照和
湿度；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在玻
璃房对着显微镜提取植物组织进行
扩繁，培育新品种。工作人员介绍，
棚中早期一些蝴蝶兰品种正是来自

台湾，而近年来研究团队已经研发
出众多新品。团员们了解到，青州
还是花木之乡，盆栽花占据全国半
壁市场。

“一碗面 两岸情”联谊活动
上，两岸师生围着食堂的餐桌包
饺子。一名大陆女生拿起话筒献
唱周杰伦的《青花瓷》，两岸年轻
人的距离瞬间拉近。一起吃着自
己包的饺子和食堂提供的凉面，
两岸学生很快成了“自来熟”，男
生热烈讨论起音乐和足球，几名
女生手拉手去买奶茶。

此情此景，让在场两岸师生感
慨：“两岸学生交流真的很有意义，
很有必要。”

体验发展速度

青州市邵庄镇王家辇村，相
传因战国时齐王游黑山在此驻车
而得名。团员们走进村子，眼前
是一座座朱红大门的整齐院落，
一面面白墙上画着田忌赛马、齐
王 射 峱 等 典 故 ，巷 口 标 着“孙 膑
巷”“田横巷”等名称，浓浓战国文
化味扑面而来。

在村里“稷下书房”，非遗传承
人杜吉河正带着弟子雕制红丝石
砚，一方方砚台色泽红润，带着黄
色丝状纹理。这种在唐宋就负有

盛名的古砚工艺，每年为王家辇村
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得名于齐
国“稷下学宫”的“稷下书房”，其空
间设计却颇具现代感，里面的图书
由当地政府配备并定期更新，供村
里孩子免费阅读，带来的是深远的
文化效益。

“随处可见的乡村发展成果，让
我印象深刻。”台生薛子翰说，他在
南京上过学，曾当过台湾青年交流
团团长，每次跟台湾的“首来族”一
起来大陆，看到他们脸上惊讶的表
情，就会觉得很自豪。

在潍坊市高新区，团员们在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展厅中见识了
该公司研发生产的各种精密零组
件、科技产品和高端音箱。得知
歌尔占据全球中高端虚拟现实头
戴显示器 80%的市场份额、丹麦知
名音响品牌丹拿早在 2014 年就被
歌尔收购，有台生表示“真的被震
惊到了”。

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女生柯
凤有说：“没想到大陆发展速度这
么快。”她最喜欢青州的古城，潍
坊的大马路那么宽，也让她印象
深刻，歌尔已经把一些“想象中的
东西”做成了产品，“真的很酷！”
她期待自己这个“首来族”下次变
成“再来族”，去大陆其他地方收
获更多惊喜。

“这些历史在台湾课堂上学到过，
但只有站在这片土地上才能看得真切，
感受到宏伟壮大，体会到历史的联结。”
参观位于山东省青州市范公亭公园的
李清照纪念祠时，祖籍山东的台湾大学
生臧泳荣情不自禁地感叹。

6月21日到25日，臧泳荣和20余名
台湾大学生一起参加“古韵青州”海峡
两岸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活
动，走进青州、潍坊、高密、青岛等地，在
古迹、老街、博物馆寻找历史文化名城
的文踪古韵，去村里见证大陆乡村全面
振兴的最新成果，在知名企业体验高科
技和现代化，与当地高校师生交流互
动、分享心得、收获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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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生感受山东古韵新貌——

“站在这片土地上才能看得真切”
本报记者 王 平 文/图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章利新、王承昊）“会
动的清明上河图”展览6月25日在台北举办媒体预
览会。宋代经典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在数字
科技的演绎下，让现场观众身临其境，回到900年前
繁华的北宋都市。

展览由台湾翡冷翠文创公司主办，6月 26日至
9月15日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展出。这是该公司继

“会动的文艺复兴”“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之
后，再次推出融合经典艺术作品和现代数字技术的
非传统展览。

展览策展人、翡冷翠文创公司总经理郑清煌表
示，在尝试用现代科技展示西方艺术后，觉得更应

该把东方艺术尤其是宋代美学发扬光大，于是决定
引进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电子动态版《清明上
河图》。“希望观众能透过数字技术，体验古代中国
的繁荣、生活的幸福、社会的安定。”

《清明上河图》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于公元
1111 年至 1120 年间。作品采长卷形式，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以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
了 12 世纪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
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实况，被誉为“宋代的小
百科全书”。

据介绍，本次展览内容以张择端的原图进行
数字化艺术创作，经模型、着色、动画、渲染等制作

过程，利用投影技术让这幅传世名作
中的人、车、树、水都动起来了。画面
中共有 1068个人物、6种类型 29艘船
以及牛马驴骡共 73 匹，并分为白天
与夜晚，每隔4分钟循环展示。

“这个作品虽然是一幅古画，其实
也是一本教科书、一个宝藏，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艺
术、建筑、地理甚至军事等知识。”郑清煌说，这个动
态版《清明上河图》在上海世博会后曾引进台湾，并
创下189万人次参观的特展最高纪录。此次再度引
进配有新的演绎、论述和互动，希望让更多台湾观
众尤其是年轻人能看到这部经典作品。

为更好理解《清明上河图》，展览还设置了“历
史长河”“盛世风华”“汴京 12时辰”等配套展览，展
示历史上不同的《清明上河图》版本，尤其是明代的
仇英本和清代的清院本；介绍宋朝在经济、科学、文
化方面的成果；通过点茶、焚香、挂画、插花等器物
展现宋人对雅致生活的追求。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在台北展出

广东广州南
沙国际邮轮母港
近日开港开航。
南沙国际邮轮母
港处于粤港澳大
湾区水路要道，与
公交、地铁、港澳水
上客运等交通方
式紧密结合，可为
旅客集散提供多
重便利。图为邮
轮从南沙国际邮
轮母港驶出。

吴文军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郭圻）
闽台家谱档案应共建共享、加强两
岸档案文化交流合作、生成式人工
智能如何运用于档案策展……来自
两岸的专家学者近日齐聚福州，针
对如何用好数字技术，加强两岸档
案文献的保护、交流和活化利用进
行了深入探讨。

加强“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挖
掘和保护是此次座谈会的重要议题
之一。福建省档案局局长陈熙满表
示，明清以来，福建大量居民迁居台
湾，他们在两岸往来过程中，留下了
文书信件、族谱账册、影像和实物等
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是两岸同根同
源、同文同宗的历史见证，应加强挖
掘和保护。

福建省档案馆副馆长马俊凡表
示，从2022年开始，福建省相关部门
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迁台记忆”档
案文献，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
截至目前，福建省征集到相关文献资
料5.13万件。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
学研究所名誉教授薛理桂表示，两
岸相关部门应加强合作，对两岸居
民家谱档案进行收集整合，建立类
似闽台两地家谱联合目录，开展口
述历史研究工作，方便两岸民众查
档和交流。

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两岸档案文
献的保护和利用是另一个重要议
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档案文
献的融合让观众更加身临其境。”台
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
所教授林巧敏说，通过相关数字技术
工具，让图片中的人物说话，大大增
强了互动体验效果。

台湾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
学系兼任副教授欧阳崇荣建议，两
岸相关部门应制定声音、图片、动画
影像等档案资料的统一格式标准，
有利于两岸档案资料长期的保存和
交流。

此次两岸档案文化交流活动由
福建省档案馆主办。

新华社广州6月27日电（记者
田建川、叶昊鸣） 深中通道管理中
心 27 日举行新闻通气会宣布，国家
重大工程深中通道将于 6月 30日 15
时正式通车试运营。深中通道是当
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
集群工程之一。

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
通于一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
大桥约 30 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约
31 公里。采用设计时速 100 公里的
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

深中通道是贯彻《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构建大湾区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的核心交通枢纽工

程，项目是环珠江口“A”字形交通网
络骨架的关键一“横”，跨越伶仃洋，
让“深莞惠”与“珠中江”两大城市群
实现了跨海直连。通车后，从深圳
到中山的车程将从目前的 2 小时缩
短至30分钟。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马二
顺介绍，深中通道全线车辆通行费
收费标准为每标准车次 66 元。通
车后，深中通道还将严格执行国家
和广东省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
措施，包括重大节假日 7 座及以下
小客车免收通行费、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免费、ETC 车辆通行
费95折等。

专家学者建议加强两岸档案文献保护和活化利用

近日，中国首套自主研发的百千瓦级电氢双向转换装置在广州南沙小虎
岛投入运营，标志着中国可逆固体氧化物电池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示范应用。
该装置由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研发，依托“电—氢”和“氢—电”的高效、
双向转化优势，丰富了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资源，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风电
等新能源的大规模就近消纳，也为交通、工业等领域提供“绿氢”，助力各行业
深度脱碳。图为工作人员对现场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巡检。 龚 甸摄

近日“西安兵马‘俑’续探索营”台湾青年参访交流活动在陕西举行，活动
包括高校授课、参观历史文化景点、攀登华山、到访新能源企业等。图为台湾
青年在西安市关中书院参观。 中新社记者 李一璠摄

深中通道 6 月 30 日正式通车试运营

前 5 个月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达 2100 万人次
本报香港6月27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机场管理局 6 月 25 日公布
数据，今年前 5 个月，机场客运量达
2100 万人次，与 2023 年同期相比增
长 58.9% ，飞 机 起 降 量 同 比 攀 升
50.5%至 145140架次，货运量同比增
加18%，超过190万吨。

香港机管局表示，5月所有类别
客运量出现显著增长，其中往来东南
亚、中国内地、日本升幅最高。5月香
港国际机场处理的客运量达407万人
次，飞机起降量为29855架次，同比分
别增长30.8%及34.5%。

5 月货运量同比增长 19%，为
416000 吨，使机场今年每月货运量
持续实现双位数同比升幅。其中
出口货运量同比上升 30.1%，再次
成 为 带 动 货 运 量 增 长 的 主 要 动
力。主要贸易地区中，往来北美、
欧洲及中东的货运量于月内实现
明显增长。

开拓航线方面，香港快运航空
于 5 月 10 日开通连接香港国际机场
与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新直航服
务，提供每周四对往返两地的航班，
为前往海南的旅客提供更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