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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
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一首广为
传唱的《康定情歌》，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首府康定市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情歌故里”，吸
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前去打卡参观。近日，来自
美国、加拿大、埃及等国家及海峡两岸的华文
媒体记者齐聚四川，参与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组织的海外及两岸华文媒体甘孜采风活动。
各媒体记者们深入走访康定、丹巴、泸定等
地，在川西感受最美乡村的田园诗画。

感受独特风情

甲居在藏语中意为“百户人家”，甲居藏寨
位于甘孜州丹巴县，在丹巴诸多藏寨中很出
名。2005年，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被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乡村古
镇”之一。

采访中，记者一行深入甲居藏寨，喝着热
气腾腾的酥油茶，品尝牦牛肉等藏族特色美
食，沉浸式体验藏族同胞的生活。站在观景台
上，只见一幢幢藏式小楼散落在绿树丛中，时
有炊烟袅袅、烟云缭绕，与山谷、河流、森
林、蓝天融为一体，一派田园牧歌景象。

多吉夏姆是当地一家藏式民宿的经营者，
旺季时也会出门摆摊售卖特色产品。“过去，
大家在藏寨生活几乎只能选择务农，收入不
高，所以多数年轻人会外出打工。如今旅游业
成为甲居藏寨的主要收入来源，许多村民办起
了民宿。”

村里的产业发展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
村子的基础设施齐全了，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柏
油路，山下游客中心到山上的民居也通了摆渡
车。“看病村里有卫生所，孩子上小学可以在村
里、上中学到县里住校，年长者和低收入者也
享受国家的补贴保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生
活在甲居藏寨的老人长命付说。

来自台湾的 B 站“UP 主”、苏州大学台籍
学生李海盟手持自拍杆，一路向网友介绍自己
的所见所闻。“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川西藏乡，这
里的建筑风格和民俗文化都很特别，希望我能
通过自己的拍摄，让更多岛内民众尤其是台湾
年轻人看到藏族同胞的真实生活。未来有机会
我还想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

惊叹建设效率

磨西镇位于甘孜州泸定县。在这座小镇的
老街上，成排的店铺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
品，游客们围坐在夜市的摊位上品尝当地风味
美食，处处洋溢着市井烟火气。但在一年多之

前，这里却曾是另一番景象。
2022 年 9 月 5 日，泸定县发生里氏规模 6.8

级地震，磨西镇是泸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当时居民房屋大部分垮塌，周边道路、
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超过11万人受灾。经过一年多的灾后重建，如
今磨西镇已有 900 户居民搬入新居，新房、新
校、新路、新设施正逐渐从“设计图”变为

“实景图”。
距离磨西镇不远的德威镇奎武村同样曾受

到地震严重破坏。当记者们来到这里时，眼前
已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多层小楼，沿着大渡河
岸边依次排开，道路宽阔，村容整洁。

“这套房子加上装修费用大概需要 20 多万
元，在获得政府的各项补贴后，我们的实际支
出更少。”居住在两层连体小楼的村民李训华表
示，他和家人没有想到，政府在一年多的时间
里就帮助村民解决了灾后重建的居住问题，现
在的房子宽敞舒适、坚固安全。

“当年红军发挥惊人的意志力，以‘飞一
般’的速度奔袭泸定桥，彰显了英勇顽强、不
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9·5’泸定地震
后，救援人员也以‘飞一般’的速度赶赴灾
区，巧用绳索渡过湍急的河流，救助被困群
众，这正是长征精神的弘扬与传承。”美国凤凰
华人咨讯总编辑王盛君说，希望通过自己的报
道，将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的发展告诉海外人
士，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速度。

点赞文旅发展

站在泸定海螺沟景区的观景台上，加拿大
《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和不少游客一起，用手
机记录下海拔高达7500米的贡嘎山的风采。

“海螺沟壮阔的冰川雪水景观给人带来极致
震撼，我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如画的风景，
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值得点赞。”陈林说，不
论是道路、木栈步道，还是酒店、洗手间，园
区的配套越来越完善，大家的旅游体验感也越
来越好。希望更多海外朋友能看到他的报道，
了解中国优美的风光、独特的人文以及文旅产
业的发展进步，多到中国观光旅游。

在距离康定市区不远的姑咱镇若吉村，一
幢幢藏汉融合风格院落错落有致，家家门口点
缀着鲜花和绿树。因大力发展优势农牧业和旅
游经济，村民们收入大增，近年有不少年轻人
选择返乡创业。采访团的成员们感慨，村庄变
成了景区，农房变成了民宿，村民变成了“股
东”，高原上的小村庄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夜幕降临，康定城区广场周围一片灯火通
明，街头巷尾依旧人声鼎沸，成了一座不夜
城。在 《康定情歌》 的伴奏中，在潺潺不息的
河水声中，采访团的部分成员走上前去，与藏
族同胞及游客们一起载歌载舞，感受“情歌故
里”的魅力。

海外及两岸华文媒体走进甘孜——

川西藏乡展开和谐美丽新画卷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海外及两岸华文媒体走进甘孜——

川西藏乡展开和谐美丽新画卷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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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在即，来自台中教育大学的洪
翊慈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鲁学冉相约：以
后每到一个地方看风景，都会给对方邮
寄一张明信片，彼此分享美景和心情。

“短短 7 天时间，我收获了很
多。我们从生疏到熟悉，现在能够手
拉着手自在地拍照、聊天、大笑，真
切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互动和
联结。”第一次到访宁夏的洪翊慈说。

“宁夏风景美丽，这一路上因为
有了朋友相伴，变得更加有意义。”
鲁学冉说，“我们的友谊不止这 7
天，还要继续保持下去。”

近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探访星星
的故乡——宁台青年文化之旅”交流
活动在宁夏举办。

来自台湾 16 所高校的 23 名青
年，和北方民族大学6名师生以及部

分在宁台胞一同前往银川、中卫等
地，感受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沉浸式互动中
走亲走近、增进情谊。

17 岁的台湾女孩钱德颖是团队
里年龄最小的成员。在中卫沙坡头旅
游景区滑沙场，她勇敢地从高约 80
米、长约 2000 米的沙坡上顺势滑下，
感受沙丘起伏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如果没有同伴给我鼓励，恐高
的我不会有勇气从那么高的沙坡上滑
下来。那一刻，我特别感谢大家帮我
战胜了自己。”钱德颖说。

刘芳甄是台北商业大学四年级学
生，此次宁夏之旅是她奖励自己的毕
业旅行。“没来之前以为这里很荒
凉，不够舒适，但飞机一落地就改变
了我的印象，这里气候宜人，绿化也
很好，还有大漠、黄河、绿洲、葡萄

园、枸杞地……宁夏多彩宜居！”
“我们参观西夏陵、远眺贺兰

山，坐着羊皮筏子漂流在黄河上，还
踏进腾格里沙漠腹地……那些课本上
的人文、美景，一一出现在眼前，能
够亲眼看见这些山、这些景、这些历
史遗迹，对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体
验。”刘芳甄说。

活动期间，宁台青年还一同走入
部分高校、企业、村镇、社区，了解宁夏
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特色产
业、基层治理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在北方民族大学，台湾青年与在
校学生交流座谈，感受大陆校园生
活；在长城花园社区，与社区群众一
起炸馓子、炸油香、烩粉汤，体会民
族团结、邻里和谐；乘坐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高铁，感受大陆交通基础设
施发展历程……

“我看到了大陆在改善民生、环
境、发展地方经济等各方面的努力和
成果，城市发展的速度令人惊叹！”
刘芳甄说。

“银川的变化大得让我有点认不
出，街道更宽了，农村更美了，校园
的设施也更先进了，当年我来过的小
镇已经成了特色旅游小镇！”时隔 12
年，27 岁的台湾姑娘李情再次踏上
宁夏这片土地。

参加此次文化之旅，她还有一个
特殊的心愿。“这趟旅程的关键目
标，是找寻 12 年前我在华西小学支
教时认识的孩子们。”李情掏出两张
珍藏多年的老照片——那是 2012 年
她在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华西希望
小学支教时和孩子们的合影，上面清
楚标注着每一位孩子的姓名。

“当年我只有 15 岁，初中刚毕
业，孩子们坚定而专注的学习态度深
深地打动了我。支教听起来是我在付
出，但实际上是双向的给予。”李情
说，孩子们虽生活困难，却淳朴、乐
观、坚韧，珍惜学习机会，对未来充
满期待，让她深受感动。

（据新华社银川电 记者刘海）

“一次心手相牵的旅程”
——宁台青年文化之旅侧记

连日来，位于广
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的
深圳湾文化广场项目
正在加紧建设中。该
项目是深圳市“新时
代十大文化设施”之
一，建成后将打造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文化高地，为市民提
供一个更具创造力的
活动空间和公共艺术
公园。图为深圳湾文
化广场建设现场。

袁新宇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香港7月18日电（记者
王茜） 香港特区政府18日宣布，在
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发
售约 250 亿港元等值的人民币、美
元及欧元绿色债券。

这次发行吸引了不同类别的全
球投资者参与，认购金额超过 1200
亿港元等值。其中，20年期及30年
期人民币绿色债券为香港特区政府
首次发行，30年期的债券也是特区
政府至今发行最长年期的人民币债
券，为市场提供了新基准。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
示，发行绿债是推动香港低碳转

型、巩固香港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
心发展的重要举措。全球机构投资
者对认购这批绿债反应热烈，再次
肯定香港在这方面的努力。这次特
区政府首次发行的20年期及30年期
人民币债券，有助延长离岸人民币
收益率曲线，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
币投资产品的选择，助力人民币国
际化的稳慎有序推进。

这批绿色债券是特区政府通过
2021年初专为发行绿色债券而设的
全球中期票据发行计划发行，预计
在2024年7月24日交收，并于香港
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陆芸）
以“香港创科成就 扬威世界舞台”
为主题的2024年创新科技奖项嘉许
礼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出席典礼时表示，过去
一年，多位香港学者和科学家积极
参与国家科研工作，获得不同的国
际知名奖项，卓越的成绩反映了香
港的科研成果备受国际认同。

嘉许礼表彰了10位对香港创科
有杰出贡献的本地学者和科学家，以
及获得“爱迪生奖”“全球百大科技研
发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或以
上共157个奖项的25个机构代表。

李家超说，不同奖项的得主及
团体横跨政、产、学、研各界别，
覆盖了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医疗

科学、绿色科技、高分子科学、电
子电机、建筑工程等广泛领域，展
现出香港炽热的创科氛围。这些卓
越的成绩不仅反映香港的科研成果
备受国际认同，也彰显了香港深厚
的创科力量，为香港在国家“十四
五”规划支持下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奠下稳健基础。

他表示，特区政府积极推出各
类措施促进香港创新科技产业的发
展。其中，旨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和产业发展的“产学研1+计划”已
有超过20个研发团队落实参与。此
外，此前他宣布设立的 100 亿港元

“新型工业加速计划”将于今明两年
开始，通过配对资助超过50间企业
在香港设立新生产设施。

本报香港7月18日电（记者冯
学知） 由广东省出版集团、香港联
合出版集团、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
会及澳门文教出版协会联合主办的

“大湾少年读中国”系列图书首发仪
式17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系列
图书简繁体版本当日在粤港澳三地
同步首发，将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少
年提供一整套从学前到初中，从课
本人物到文学世界，从文化寻根到
逐梦未来的优秀人文读本。

据介绍，系列图书中，《中国娃
娃》（繁体版）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和

（香港）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是一
套由多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
家和文学作家联合打造的经典故事
绘本，旨在引导儿童学习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树立文化自
信；《大湾风起恰少年》（繁体版书

名：《大湾少年逐梦之旅》）聚焦中国
式现代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少年的成
长故事，以饱满的热情书写属于青
少年的青春气息；《8 分钟读懂课本
里的大人物（第二辑）》从香港新雅
文化引进，是讲给青少年的中国历
史名人故事，为读者呈现出中华历
史丰富多彩、人文荟萃的一面。

活动现场随后举办了“香港青少
年中华文化传播与出版中心”揭牌仪
式和“大湾区青少年研学营”启动及
授旗仪式。主办方表示，将进一步团
结粤港澳三地的力量，以出版促进文
化融合，实施多层次的教育服务和文
化交流活动，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增
强港澳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民族认
同、国家认同，培养爱国爱港爱澳、肯
担当、有作为的优秀人才。

据新华社西安电 （记者蔡馨
逸） 在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里，台
湾政治大学的学生丁少威凝望着一
尊唐代仕女俑，想起曾在台北故宫
博物院看到的唐代仕女俑的样貌。

“这两尊仕女俑让我立刻明白两岸承
袭着共同的文化根脉。”丁少威说。

近日，台湾东华大学、台湾东吴
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台湾大学、台湾
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多所高校
的 40 余名学生，在陕西省西安市参
加西安交通大学第 14 届“手拉手心
连心，华夏同胞情”研习营。

他们目睹了秦始皇兵马俑的恢
宏气势，欣赏了西安博物院珍藏的
文化瑰宝，在智能制造企业了解前
沿科技成果，在台资企业听台湾

“老乡”扎根大陆的创业故事……
“踏上秦皇汉武生活过的土地，

亲眼看到文物古迹，历史不再仅存
在于文献之中，很难不让人感动。
这里科技的飞速发展也让我感到惊
喜。”丁少威说。

研学之余，台湾青年们还自发
探索西安的风土人情。骑车穿越大
街小巷“打卡”城墙与钟楼、在大

唐不夜城换上唐装汉服感受“穿
越”之旅……台湾逢甲大学10余名
学生收获美好体验。

台湾逢甲大学土木系学生蔡旻
轩格外留意古城西安的城市规划和
建筑风格。背靠有着数百年历史的
城墙，远眺林立的高楼和璀璨的灯
火，他感触颇深：“历史中的西安，
是周秦汉唐时期的繁华古都，如今
迎接我们的西安是璀璨盛世。古与
今在这里完美融合。”

当地人的善意则让台湾逢甲大
学中文系学生林季苇印象深刻。“无
论是饭店老板还是出租车司机，知
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都非常热情，
蛮感动的。”林季苇说。在大陆的多
次研学中，她看到了个人发展新机
遇，希望未来有机会在大陆的高校
继续深造。

据西安交通大学港澳台事务办
公室主任孙中国介绍，“手拉手心连
心，华夏同胞情”研习营活动自
2007年以来已成功举办14届，希望
台湾师生在活动中真切感受华夏文
明的厚度，体验现代科技的高度，
收获血浓于水的温度。

香港举办2024年创新科技奖项嘉许礼

香港成功发售约250亿港元等值绿色债券

“大湾少年读中国”系列图书在香港首发

台湾青年在古都西安感受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

近日，青海西宁至香港的直飞航线正式通航。该航线由香港航空有限
公司执飞，计划每周执飞2班。图为香港游客落地西宁后自拍留念。

中新社记者 孙 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