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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离地十多米的“悬空”车厢内，看
九峰山、光谷生态走廊的美丽风景从超大舷窗
和透明车底之外飞驰而过，台湾东森电视台记
者黄圆媛乘坐武汉“光谷光子号”空轨列车后
表示，她早就听说过这条“流动的风景线”，亲
身体验之后更感受到空轨列车生态环保、绿色
低碳的城市交通新理念。

近日，包括台湾联合报、TVBS 电视台、
东森新媒体、东森电视台、香港中评社、香港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等在内的两岸及香港20家新
闻媒体和自媒体人来到湖北武汉、黄石等地，
参加第18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探
访高新技术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走进街
巷里弄，与在鄂台商、台青深入交流，感受湖
北的蓬勃发展动能。

看到科技未来

在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媒体参访团感受到了武汉的科技属
性。他们乘坐的光谷空轨，就配有多项创新科
技——国内首条悬挂式单轨系统，列车悬挂在
轨道下方；车辆除了采用先进的永磁牵引技
术，还有一系列车体轻量化技术、能量回收技
术、空气弹簧减震技术……

在华工科技，工作人员向媒体人介绍，公司
自主研制的IC载板激光刻蚀装备，1秒钟可以检
测近万颗芯片并进行激光刻蚀；如今，该公司已
诞生60多项“全球领先”“中国第一”。

走进东风集团岚图数字工厂，焊装车间里
400 余台机器人的长臂此起彼落，最快 3 秒钟，
一个车身部件就冲压成形。台湾 TVBS 电视台
记者陈旭毅试驾一款 7 座新能源车，体验了语
音操控、自动泊车等功能。他说：“这是我第一
次开电动车，很顺、丝滑，我一直想换一辆七
座车，岚图来台湾我一定买。”

媒体参访团还陆续走进武汉人工智能研究
院、光谷生物城等。台湾工商时报的赖莹绮是
一名产经记者，她说：“参观中国光谷、中国车
谷，感受到武汉乃至湖北的科技创新日新月
异，不断向新兴产业更高端升级。”

“在中国光谷看到了科技的未来。”台湾自
媒体人王裕庆说。

穿越千年文化

科技的湖北令人惊艳，文化的湖北则可以
润泽心灵。

在湖北地理标志运营中心，媒体参访团一

一了解湖北各地的地理名品，品尝了孝感米
酒、恩施玉露等“湖北味道”。湖北地理标志运
营中心主任陈彦介绍，该中心已打造了全国首
个地标产业数字IP“楚十七”，开创首个“楚说
地标”数字科普栏目和沉浸式数字地标展馆，
推进知识产权的价值转化和品牌塑造，提升湖
北地标品牌的世界影响力，让世界更爱湖北。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
鹤楼前日欲低，汉阳城树乱乌啼。”“黄鹤一去
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媒体参访团夜登黄
鹤楼时，这些千古名句便在不经意间脱口而
出。有参访团成员感慨，曾经只在课本里看到
的祖国名楼，此刻终于亲临。

当晚，千年名楼遇上“光影+演艺”，搭配
动画光影特效以及灯光渲染，呈现了一个又一
个故事场景，以大禹治水为开端，承接仙子起
舞、岳飞点兵等真人演艺，一个夜晚穿越黄鹤
楼千年文化，见证荆楚大地历史沧桑。

媒体参访团还陆续参观了大冶铜绿山古矿
遗址、黄石国家矿山公园、辛亥革命博物馆
等。台湾联合报记者陈政录说：“荆楚文化真是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在古代、近现代
还是当代，都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发现圆梦舞台

以80后、90后为主的媒体参访团一行，与
在鄂台湾青年交流，成为此行一大亮点。

台青们分享了自己在湖北创业、成长的故
事。出生在台中的80后许凯翔，原本在加拿大
留学并工作，2018年来到黄石继承父亲经营的
精密制造公司。公司投产 3 年多来，年营收从
800余万元增加到去年的2400余万元。

台青吴宣妙目前在黄石市阳新县仙岛湖开
办民宿。她说，民宿还处于初创期，当地政府
和台办不仅发放了创业补贴，还积极引荐客
源，为她提供了很大帮助。

台青吴志荣在武汉的公司快速发展，已完
成A轮融资，去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元。为什
么选择武汉？吴志荣说，武汉是大陆的地理位
置中心、九省通衢，到哪里都很方便。许凯翔
则认为，当前湖北正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
重要战略支点，在新一轮发展中会有更大的发
展空间。

在湖北理工学院担任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的台湾籍博士教师王建邦说：“台湾年轻人只知
道台湾牛肉面好吃，但来到大陆，你会发现这里
的牛肉面不仅好吃，还能追本溯源，发现不同的
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湖北有名的襄阳牛肉面，黄
石本地也有特色饮食文化。”他说，台湾年轻人要
开阔眼界，那些在书本中出现的历史故事、山川
大河，来大陆都能找到、看到、体会到。

“他们都在湖北找到了追梦、圆梦的舞
台。”台湾东森新媒体记者任以芳说，大陆发展
很快，到处机会多多，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
湖北走走看看。

海峡两岸媒体人走进荆楚大地

点赞科技之光 感受发展脉动
王 平 余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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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长袖翩跹的青绿，旋转如流
水、翻腾若蛟龙般的舞蹈动作，咏春
拳和香云纱“双非遗”的亮相……近
日，一场云集内地与香港一流艺术院
团及艺术家的舞蹈盛会“盛舞之夜”
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盛舞之夜”是第二届“香港流
行文化节”推介节目之一“武林盛舞
嘉年华”的闭幕演出。《只此青绿》

《咏春》《红楼梦》 等在内地“出圈”
的国风舞剧精选片段悉数亮相。

“盛舞之夜”演出门票公开发售
后火速售罄，鉴于香港观众反响热
烈，主办方特地加开两场演出。“这
次演出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盛事。”演
出开始前，香港青年赵思齐告诉记
者，能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欣赏舞者们将中国式古典美娓娓
道来，实属极具幸福感的一件事。

当晚，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
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致辞说，“盛舞之
夜”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和无穷魅力，是一场中西荟萃、体现
香港多元特色的文化盛宴，不但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更有助推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

“盛舞之夜”的演出共有11个节
目。开场舞是由香港演艺学院 20 位
优秀学生带来的《鼓舞·武》。舞者们
在一招一式、一气一韵间，巧妙地将
武术和舞蹈相结合。

“武林盛舞嘉年华”主办机构唐
娅艺术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唐娅是

《鼓舞·武》 的编创者，她说：“香港
作为这次‘盛舞之夜’的东道主，我
们希望于节目中呈现在中国古典舞中
融入中国武术的精神，以舞起武，展
现中华文化的风采与魅力。”

花前月下、共读西厢、你侬我
侬，深深的帷幔下，花谢花飞花满
天，如梦如幻情永恒……由江苏大剧
院带来的民族舞剧 《红楼梦》 选段

《葬花》 是首次在港演出。该舞剧导
演李超说，本次演出是舞剧 《红楼

梦》 第一次在内地以外的地方亮相，
整个团队都非常重视。虽然本次演出
的是舞剧中的一个选段，但团队希望
展现出能代表整个作品的最高质量和
演出水准。

“舞剧音乐一响起，情绪就绷不
住了。”香港市民岑小姐说，《葬花》
通过难度极高又无比默契的双人舞将
情意绵绵、神魂交织的情绪尽数展
现，观众似与宝黛同呼吸、共悲欢，

“看完让人忍不住再读一遍原著”。
当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青

绿》亮相时，现场掌声雷动。一群身着
绿衣、发髻高耸的女舞者以刚柔并济
的舞姿化作“险峰”“卧石”，以绚烂之
身勾勒出如诗如幻的无垠山河……

时隔数月再次登上香港舞台，
“青绿”扮演者袁嘉莹说：“非常激动
能够再次与香港观众相聚，共享舞蹈
盛宴。”她也期待通过舞蹈向观众传
递的不仅是舞蹈本身的美感和技巧，
更是舞蹈背后所展现的祖国千里山河

的壮美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
同样引起香港观众强烈共鸣的还

有深圳歌剧舞剧院带来的 《咏春》。
该剧于今年1月曾来港连演5场，场场
爆满。“香港观众的热情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该舞剧主演王沅琳说，每
次在香港演出都是新挑战，因为香港
武馆众多，爱好传统武术的人也很多，
作为舞蹈演员，希望把舞的美与武的
飒融合得更完美，把年轻人敢于创新
和突破的精神力量传达给观众。

当晚亮相的还有上海歌剧院创排
的舞剧 《永和九年——兰亭集序·舞
传》选段，以舞蹈诠释了王羲之《兰
亭集序》 的千古之美；舞剧 《莲花》
选段 《北魏飞天壁画印象》，则带领
观众领略敦煌莫高窟早期飞天羽人的
壁画造型……

年逾花甲的香港市民蒋阿姨是位
舞蹈爱好者，她说当晚演出印象最深
刻的是 《唐诗逸舞》 的 《春江花月
夜》 片段。“舞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
联系，我们好像被带入了远古的一个
夜晚，看着月光洒在海面，春江潮水
连海平，从现代人的视角走进唐诗，
与传统对话。”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黄茜恬）

国风华韵舞动香江国风华韵舞动香江

连日来，位于广
东省广州市的广州港
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
一片繁忙，货轮进出
港装卸货物，码头桥
吊 紧 张 有 序 运 行 。
图为远眺广州港南沙
港区集装箱码头。

袁新宇摄
（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7月16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旅游发展局 16 日公布数
据，6月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313万人
次，较2023年同期上升14%。累积计
算，2024年 1月至 6月共录得访港旅
客约2100万人次，同比上升 64%，平
均每日旅客量为11.6万人次。

香港旅发局数据显示，6 月，
内地访港旅客逾 234 万人次，较
2023 年同期增加 8.6%；非内地访
港 旅 客 约 79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加
33.6%。2024 年上半年，内地访港

旅客近 1615 万人次，同比增长六
成；非内地旅客量约为 500 万人
次，同比增长八成。整体访港旅
客中，过夜旅客占 50%，平均留港
3.2 晚。

香港旅发局表示，访港旅客对
香港普遍感到满意，再次访港意欲
及推荐度均达到 94%。根据旅发局
最新离港旅客问卷调查，2024年前
5 个月访港过夜旅客到访的热门景
点包括尖沙咀、庙街、太平山顶和
香港迪士尼乐园等。

本报澳门7月16日电（记者富
子梅） 记者从16日举行的澳门健康
城市成立二十周年总结大会暨健康
澳门蓝图发布会上获悉，《健康澳门
蓝图》 提出三大政策方向、订立三
大行动策略以应对三个主要挑战，
到 2030 年，实现 20 项具体目标和
52个评估指针，达成澳门全民健康
素养有所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
普及、重大慢性病得以控制、居民
生活质量持续改善的总体目标。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
龙指出，《健康澳门蓝图》 贯彻以

“居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结合卫
生、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资
源，将健康元素融入到所有公共政
策当中，并配合特区政府大健康产
业的发展。

“前移、下沉、转变，政府、社
会、居民分别是 《健康澳门蓝图》
政策方向和行动策略的关键词。”罗
奕龙介绍，政策方向上，健康关口
从医疗服务前移至病因干预，医疗
资源从医院下沉到社区，居民从被
动接受医疗服务转变为主动预防疾

病；行动策略上，政府通过公共政
策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社会通
过健康企业、健康校园、健康餐厅
等计划构建健康生活环境，居民通
过戒烟限酒、运动饮食、睡眠减压
提升主动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

《健康澳门蓝图》 提出，受到
城市发展、人口老龄化、生活方
式改变等多重社会因素影响，澳
门 居 民 健 康 正 面 临 三 个 主 要 挑
战：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不足；肥
胖、高血压、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
病的罹患风险上升；医疗需求持续
上升。相关数据显示，九成澳门青
少年运动量不达标，七成以上学生
课余时 间 花 在 电 子 屏 幕 娱 乐 上 。
约 25%的 16 岁以上澳门居民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八成
死亡由慢性病引起。

澳门特区政府2004年启动“澳
门健康城市”项目，在公共卫生、
健康促进、食品安全、小区安全、
环境卫生、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制订发布

《健康澳门蓝图》。

新华社长沙7月15日电（记者
阮周围） 第七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
专业学生暑期来湘“爱·在芒果”实
习交流活动15日在长沙启动，来自
台湾世新大学、义守大学、台湾大
学等16所高校的50名学生，将在湖
南广播影视集团旗下的湖南卫视、
芒果TV、小芒电商等频道及单位进
行约一个月的实习交流。

本次实习活动为台湾高校学生
提供的50个实习岗位中，不乏《歌
手 2024》《你好，星期六》《花儿绽
放》 等热门节目工作岗位。活动自
4 月启动校园甄选工作以来，广受
台湾高校学子关注，共吸引数百名
学生报名参加，通过海选、短视频
制作、面试等环节，最终50名在台
高校就读学生获得实习机会。

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大二学生
陈妤蒨对将要开始的实习充满期
待。她表示，期待在实习中挖掘自

身的潜力与特质，展现更多可能
性，希望未来在传媒领域找到让自
己大放异彩的新契机。

湖南省委台办主任曾智夫表
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天
生亲近，希望台湾学生们珍惜实习
机会，在学本领、扩视野的同时，
用心感受大陆愿与台湾同胞共享发
展机遇的善意和诚意，做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除了专业岗位实习外，主办方还
将组织台湾学生参与大型节目活动现
场观摩、职业规划交流会、短视频比赛
等环节，并组织台湾学生参访中南大
学、中联重科、长沙市“三馆一厅”等
地，感受湖南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是
两岸品牌交流活动之一，目前已成
功举办6届，累计约300名来自台湾
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进入湖南广
电开展交流实习。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邓瑞
璇） 2024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
近日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

本次交流季以“花开有声”为
主题，将从 7 月持续到 10 月，期间
将举办“同频·文学共鸣名家分享交
流讲座”“同绘·艺术魅力创作大赛
及巡回展览”“同行·城市漫游三地
青少年研学团”等系列活动，旨在
加强穗港澳三地青少年的文化认
同，促进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当天的开幕现场发布了非遗传
承、城市风貌和科技创新三大研学
线路，旨在深入挖掘穗港澳三地的
独特文化，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研
学体验。

150 余名港澳学生组成的来穗
研学先行团于当天前往白鹅潭大湾

区艺术中心、广州艺术博物院 （广
州美术馆） 新馆参观。在接下来的
几个月里，还将联动多批穗港澳学
生往来三地研学交流，体验广州的
非遗传承、城市风貌和科技创新，
感受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活动
已连续举办 9 年。广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交流
季的开幕，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
宴，更是三地青少年心灵相通、文
化互鉴的新起点。接下来，本届交
流季将陆续开展文学对谈、艺术创
作、城市漫游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

此次交流季由广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

2024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开启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 2100 万人次
同比上升64%

《健康澳门蓝图》发布《健康澳门蓝图》发布

50名台湾高校学生赴湘开启实习交流

第九届海峡两岸 （福建） 青年英式橄榄球交流赛暨2024年全国触式橄
榄球分区赛 （福州站） 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
赛事活动吸引来自福建、台湾等地的52支队伍、近8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交流。图为两岸运动员在比赛。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