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24年7月10日 星期三
责编：王 平 金 晨 邮箱：gtbhwb@people.cn

美丽、神奇、热辣、开放……
这是近日举办的“台眼望川·新友
说蜀”天府游记活动中，台湾自媒
体人镜头下的真实四川。在为期 8
天的时间里，记者跟随由 20 余名
台湾自媒体人等组成的采访团，走
进四川宜宾、泸州、自贡、内江等
地，通过实地探访、亲身体验和深
入交流，探寻巴蜀大地多彩的自然
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风情，感受“天
府之国”的发展脉搏与万千变化。

“这次活动让我切身感受到四
川的大美风情，让我对这片土地有
了更深入了解。两岸同胞是一家
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
历史。”台湾自媒体人邱庆龄告诉
记者，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制作成
了一个个短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分
享给台湾的朋友、粉丝，“希望让
更多岛内青年了解真实的大陆，并
喜欢大陆。”

“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让人大为惊叹”

宜宾，素有“万里长江第一
城”之称。自雪域高原奔腾而下的
金沙江与穿成都平原蜿蜒而来的岷
江在此汇流，长江始称“长江”。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此滔滔向前，
千百年来，滋养万水千山，润泽万
千生灵。站在宜宾市合江门广场，
望着眼前奔腾的江水，台青自媒体
人刘奕伶不禁发出“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的感慨。“从小就在
课本上读到长江，一直很想来亲眼
看看。现在能够身临其境，真的很
震撼。”刘奕伶说。

“云山竹海，天上人间。”同样让
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的，还有位于宜
宾市长宁县竹海镇的蜀南竹海——
7 万余亩翠竹覆盖了 27 条峻岭、
500多座峰峦，每一处风景都是诗
意的画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竹子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古代
文人墨客留下很多赞美竹子的诗
句。在万顷碧波竹海中漫步，不仅

能尽享悠闲与惬意，更能静心感受
竹的韵味。”刘奕伶说。

“我是第一次来四川，深感不
虚此行。”在宜宾市兴文县，台湾
波新闻总编辑李至文随采访团走
进世界地质公园兴文石海，这里
保存了距今约 4.9 亿年至 2.5 亿年
的碳酸盐岩地层，被联合国教科
文 组 织 称 为 “ 喀 斯 特 地 貌 博 物
馆、教科书式地质景观”。“地表
石海、特大天坑、神秘溶洞，大
自 然 的 鬼 斧 神 工 ， 让 人 大 为 惊
叹。”李至文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尤
其是年轻人到四川走走看看，饱
览祖国大陆的大好风光。

“美食不仅是一种享
受，更是情感纽带”

四川火锅、水煮肉片、麻婆豆
腐……在四川品尝到麻辣鲜香的正
宗川菜，让采访团成员大呼过瘾。

“四川是台湾人最为熟知的大陆省
份之一，其中美食的作用功不可
没。台北街头遍布着各类川菜馆，
这次终于吃到地道川味美食，很
赞！”在自贡，台湾自媒体人陈淑秋
和自贡自媒体人“杨队长”来了一场
面对面的即兴“吃播”互动，现场气
氛欢快热烈。“我会把这些美食分享
给台湾的粉丝朋友，希望更多人来
这里亲身体验。”陈淑秋说。

在宜宾李庄古镇，大厨何卫东
街檐下支案献艺，制作名菜“李庄白
肉”，精湛的刀工赢得采访团成员一
阵喝彩。得知眼前这批客人来自台
湾，何师傅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大声
说道：“欢迎台湾同胞回家！”

“两岸同文同种、同风同俗，
我们有着一样的美食爱好，一样的
文化品味。在这里，美食不仅是一
种享受，更是情感纽带，将两岸同
胞的心紧紧相连。”被何师傅的热
情深深感动，邱庆龄感叹道：“我
相信，两岸同胞只有加强交流，才
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我希望
用一个台湾自媒体人的视角，分享

所见所闻，吸引更多岛内年轻人认
识大陆、了解四川。”

台湾捷讯传媒事业社社长朱正
杰也有同感，这趟行程不管走到哪
里，当大陆同胞知道采访团成员来
自台湾，都特别友善热情，朱正杰
感慨，这正是两岸一家亲最生动、
最真实的印证。

“两岸的交流很有意
义、很有必要”

在四川内江的张大千博物馆，
采访团成员留下一张张“打卡”照
片。“内江是大千故里，张大千先
生生于内江、长在内江、逝于台
湾，大千书画是两岸共同的艺术瑰
宝。两岸一家，我们要更多往来互
动交流，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台湾海峡新闻网记者关介玉说。

在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550多件珍贵精品石刻就如同“纪
录片”一样，记载着当时的社会、
生活、文化风貌，仿佛让台青自媒
体人李颜如“穿越”回宋代。一雕

一凿、一人一物、一花一兽，皆传
递着千年文脉宋韵匠心，不仅让李
颜如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更激发了她关于两岸如何共同
传承中华文化的思考。

“我是学二胡的，小时候练习
一些曲子，总觉得不能很好理解其
中的意境。陕北民谣、河北梆子、
山东小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只
有真正踏上那片土地，才能更好领
悟曲中之意。”李颜如认为，两岸
的交流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特别
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能吸引更多
岛内学民乐的孩子到大陆来走走看
看。她说，两岸音乐文化同根同
源，在发展中各有特色，只有碰撞
交流才能共同进步。

“我们将把行程中看到的美
景、发生的故事拍摄创作成丰富的
图片、视频，通过社交平台分享给
更多人。”在台湾旅读杂志总编辑
张芸看来，此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这不仅是一个台湾媒体人到大陆
采访拍摄创作的平台，更是一次两
岸互相交流的宝贵契机。”

台湾自媒体人走进四川拍摄创作——

“希望让更多岛内青年了解真实的大陆”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文/图

图为采访团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合影。图为采访团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合影。

一根约 3 米长的竹篾，居中折
断一分为二，随即用两条竹篾在重
复的压和挑间进行编织……在仡佬
族青年彭江的手里，韧劲较强的竹
篾如丝线般被编织起来，围坐在周
围的香港师生们看得认真，有模有
样地跟着学起来。

这一幕发生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
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龙潭村的
仡佬族“篾鸡蛋”制作体验现场。近
日，来自香港宁波第二中学、香港浸
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的 46
名师生来到贵州开启了仡佬族文化研
习之旅。

“篾鸡蛋”又称“篾球”，是一种
用竹篾片编成、形似鸡蛋的圆球，是
仡佬族独有的传统文体活动——打

“篾鸡蛋”的主要用具。
“‘篾鸡蛋’的制作主要遵循压

一 挑 一 的 编 织 技 巧 ， 需 要 耐 心 细

致。”彭江边教学边讲解。香港宁波
第二中学的初三年级学生杨子歌认真
聆听，紧跟每一步教学动作。

“编织原理相对简单，但竹篾比
较硬，想要像穿针引线一样进行编织
很不好控制，而且越往后交叉点比较
多，也容易搞错压与挑的顺序。”杨
子歌说。

像杨子歌一样，所有香港师生都
是第一次体验制作“篾鸡蛋”。虽然整
个学习制作过程较慢，但大家都努力
地尝试体验。在跟着老师学习时，香
港宁波第二中学的张绮雯还不时用手
机上网查看“篾鸡蛋”制作教学视频。

心灵手巧的她成为现场完成“篾
鸡蛋”制作最快最好的同学。“仡佬族
很有智慧，通过两片轻薄的竹篾就能
编织出一个形如鸡蛋、中空轻巧的圆
球。虽然编织过程不易，但这样的竹
编技艺能够一直从古流传至今，说明

仡佬族文化传承得不错。”张绮雯说。
正当其他人制作“篾鸡蛋”时，

来自香港宁波第二中学的陈咏濠和多
名同学来到一旁的空地上，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体验起打“篾鸡蛋”。

打“篾鸡蛋”是仡佬族集庆礼和
竞技于一体的特色文体活动，历史悠
久 ， 包 含 了 多 种 运 动 技 巧 ， 并 于
2007 年被列入第二批贵州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一声锣响，陈咏濠和其他9名同
学分队对抗，他们手握“篾鸡蛋”，
或跑或跳，或踢或投，大家使出浑身
解数，“篾鸡蛋”迅速在队友之间传
递开来，只为投入对方的背篓里。

不一会儿，他们就玩得满头大
汗，场下的师生们也不时为他们加油
喝彩，活动现场十分热闹。“虽然叫
打‘篾鸡蛋’，但这项仡佬族体育运
动现在也融入了足球、篮球以及橄榄

球的很多技巧，既需要大家团结协
作，也需要个人随机应变，整个过程
很有趣。”陈咏濠说。

仡佬族是贵州省的世居民族之
一，此次香港师生到访的龙潭村是仡
佬族聚居的古村落，拥有700多年的
历史。

在龙潭村，香港师生一行还相继
体验了仡佬族扎染技艺、酥食制作以
及剪纸等多项非遗文化。他们在了解
非遗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受着仡佬
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这些非遗文化历史悠久，但都
比较鲜活，很有生命力，亲自动手体
验，犹如跨越时空去触摸厚重的仡佬
族历史，很有意义。”香港宁波第二
中学的黄宇彤激动地向同伴展示亲手
制作的扎染制品。

“参加民族文化研学比单纯的景
点观光更有意思和意义。”在香港宁
波第二中学带队老师吴子健看来，此
次贵州之行不仅让学生们系统地了解
仡佬族历史文化，还能在丰富多彩的
非遗文化体验中，亲身感受到多民族
融合发展的中华文化魅力。

（据新华社贵阳电 记者骆飞、
刘明洋）

“ 古 老 却 有 生 命 ”
——香港青少年在黔体验非遗技艺

“ 古 老 却 有 生 命 ”
——香港青少年在黔体验非遗技艺

近日，由中建八局华
南公司承建的广州知识
城广场四期项目主体结
构顺利封顶。该项目位
于广东省广州市中新广
州知识城南起步区核心
区，总建筑面积约 78万
平方米，集产业写字楼、
芯片设计大楼和人才公
寓等于一体，将建设成为
知识产权引领型创新驱
动发展高地。图为广州
知识城广场四期项目施
工现场。

丁俊峰摄

新华社杭州7月8日电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8
日下午在杭州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000余位嘉宾和青年代
表相聚一堂，共叙血脉亲情，共促融合发展。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时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爱两岸青年，勉励两岸青年“跑好
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我们将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贺信精神，
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
遇。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时代的先锋。要担负
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全力守护两岸共同家
园。要坚定信心、把握机遇，努力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
作，致力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祖国统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易炼红向出席论坛的
来宾和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关怀下，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架起了两岸青年互学互鉴、
交流交往的连心桥，搭建了两岸青年创新创业、成长成才的
大舞台，奏响了两岸青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的协奏曲，助
力推动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青年有着共同血脉、共同
文化、共同梦想，当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守护自
信自强的精神家园、投身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我们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秉承“两岸一家
亲”理念，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
件，推动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同创美好未来。真诚欢迎
更多台湾青年来到浙江、了解浙江，我们将倾力支持更多台
湾青年在浙江融得进、发展好，让更多台湾青年与浙江双向
奔赴、互相成就。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
秀柱表示，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两岸青年热情支持参与
下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充分彰显了两岸青年支持和平发展和
交流合作的强烈意愿。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两岸关系趋
于严峻，应该珍惜得之不易的两岸和平发展成果。统一是我
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挠的历史潮流。我
们希望通过论坛，让两岸青年朋友分享各自生活成长的经历
以及求学就业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彼此产生互信，进而发展
出长久的友谊，为两岸和平、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兼首
席科学家吴伟仁，台湾青年代表侯汉廷作论坛主旨演讲，陈牧晴、阙郁
璇、余纪萱、何江南四位两岸青年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座谈交流，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徐叶娜表演新版越剧《十八相送》，两岸青年学
子一起朗诵《贡献青春力量 书写青春华章》，发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
祖国统一的青春倡议，青年歌手演唱浙台交流主题歌曲《心心相见》。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参加“非遗文化”“电商
直播”“影视文化”“美丽乡村”“科技创新”等主题的研习营，共同感受中
华文化和大陆经济社会发展。

开幕会前，宋涛、易炼红分别会见了洪秀柱一行。

本报香港7月 9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
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

“流光彰色——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陶
瓷珍品”9 日揭幕。展览将展出故
宫博物院新一批借展的 106 件陶瓷
珍品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7 件
藏品，以展现明代陶瓷工艺的发展
演变和杰出成就。

“流光彰色”是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第 10
个展览，将于10日起在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第3展厅开放予公众参观。

陶瓷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大珍藏
种类，在逾 186 万件院藏中，陶瓷
类文物占约36万件，主要继承自明
清两代的宫廷典藏，品类蔚然大
观。“流光彰色”展览展出故宫博物
院新一批借展的 106 件陶瓷珍品，
几乎全部是首次来港展出，其中国
家一级文物共21件，包括洪武釉里
红松竹梅图玉壶春瓶、正统青花矾
红彩海水龙纹盘等。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罗先良出席
展览开幕典礼时致辞表示，明代陶
瓷在世界工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印记。此次展览呈现了故宫藏品
中极具特色的门类，展现明代历史
文化和陶瓷工匠的智慧，让观众感
受中国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及其博
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

席谭允芝表示，馆方肩负着推动中
国文化艺术研究、促进不同文明对
话的使命，非常荣幸再次与故宫博
物院合作，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
通世界的优势，成为中国文化艺术
走向世界的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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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8日电 （记者
刘明洋） 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 2024
年“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
活动 8 日在北京举行开幕式。近 60
名来自香港、澳门的法学院系学生
和青年律师，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
在北京和南京两地参加一系列法律
相关交流活动。

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张鸣起致辞表示，邀请港
澳青年来北京和南京参访交流，目
的是加深大家对祖国内地的了解，
促进港澳与内地青年的对话交流，
增进理解、深化友谊，共同开创伟
大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希望大家
厚植爱国情怀，做爱国主义的坚守
者和传播者；始终坚定“一国两
制”制度自信，做宪法和基本法的
维护者和捍卫者；积极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践
行者和贡献者。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
辞表示，港澳法律青年是香港、澳
门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希望
你们传承爱国爱港爱澳优良传统，
自觉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行；坚
定守护法治，做依法治港治澳的预

备队、生力军；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
法治智慧和青春力量。相信港澳法
律青年在新时代一定能展现出新担
当、新作为、新气象，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唱响青春之
歌、书写精彩人生。

香港学员代表、香港大学学生
李颖琳和澳门学员代表、澳门大学
学生李颍沂也分别发言。她们表示，
希望以这次交流周活动为起点，更多
了解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吸取更多
经验，努力为祖国法治建设和港澳长
期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开幕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
港、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就“宪法与港澳基本法——制度与
实践”向学员们作了专题报告。在
北京期间，主办方将组织学员参访
中央港澳办、最高人民法院、律师
事务所并举行座谈会等。在南京期
间，学员们将拜谒中山陵，参观孙
中山纪念馆、南京宪法公园等地点。

“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
活动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十
六年成功举办，成为港澳与内地青
年进行法律交流的重要平台。

2024年“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活动在京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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