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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
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
脸……”20年前，这首 《宁夏》 歌
曲一出，随即风靡两岸。很多人不
知道，它正是台湾音乐人为宁夏回
族自治区西海固的孩子们所作。

在国务院台办和中国记协组织
下，来自海峡两岸的近40名记者相
约宁夏，在一周时间内，深入银
川、吴忠、中卫等地，感受塞上江
南的壮美景观、民俗风情、发展成
就。在联合采访活动伊始，他们就
听银川市闽宁镇的村民讲起了老家
西海固的故事。一路上，两岸记者
且行且歌，也在 《宁夏》 歌声中结
下情谊。

闽宁携手，开创幸福生活

“ 我 1997 年 从 西 海 固 搬 迁 过
来，这地方还是大戈壁滩，我在此
生活了 20 多年，参与了闽宁镇建
设，见证这里从‘干沙滩’变成

‘金沙滩’。”闽宁镇村民赵鸿对两岸
记者采访团说。

曾经“苦瘠甲天下”的西海
固，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日
不举火，十年不制衣”仍是当地村
民生活常态。1996年，福建和宁夏
启动对口扶贫协作。次年，银川西
南玉泉营一带作为生态移民点，以
两省区简称命名为“闽宁村”。

闽宁镇镇长吴鹏介绍，从“移
民吊庄”建闽宁村，到发展振兴成
为闽宁镇，20年筚路蓝缕，这里从
最初的 8000 多人增长到 6.6 万人。
昔日“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
十里无人烟、风吹沙粒跑”的情景
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绿树成
荫、物阜民丰的小镇，闽宁镇移民
年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由搬迁之初的
500 元，跃升到 2023 年的 17882 元，
增长近36倍。

2020 年，电视剧 《山海情》 剧
组前往闽宁镇取景拍摄，赵鸿受邀
担任该剧民俗顾问并参演，他还是
剧中人物“马得宝”的原型之一。
拍摄结束后，赵鸿收藏了剧组使用
的道具，还原了镇上早期移民真实
生活场景，吸引不少观众前来参观
体验。“我最早只想填饱肚子，把3

个孩子供养成人，后来过上了幸福
的生活，感觉很充实。”赵鸿对采访
团说。

在闽宁镇，两岸记者认识了一
群从西海固来的姐妹，她们在家门
口农贸市场改造成的扶贫车间里，
成立“巧媳妇”直播带货团队。记
者们也在闽商企业富贵兰 （宁夏）
实业有限公司包装车间中，见到了
包装组组长王文娟。“今年暑假，我
的两个女儿也来车间体验，我将来
还想带她们去福建莆田看看，那是
我打工奋斗过的地方。”王文娟说。

采访团中，不少两岸记者对
《山海情》 都不陌生，他们纷纷表
示，通过这些采访对象，他们看到
了剧中人物的影子。闽南人喜欢说

“爱拼才会赢”，在宁夏人民身上，
他们同样感受到艰苦奋斗的精神。

固沙植绿，发展沙漠经济

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中卫
市，曾饱受风沙侵害，生存受到威
胁。上世纪50年代，被誉为“治沙
魔方”的麦草方格诞生于此。此
后，一代代治沙人固沙植绿，累计
治理沙漠约 170 万亩，逼退沙漠 25
公里，植被覆盖率由原来不足1%上

升到 42%，保证了我国首条沙漠铁
路——包兰铁路顺畅无阻。

“露出的麦草能有效固定流沙，
保护草方格里种下的草籽和树苗，不
被风吹跑或被沙吞没。3年左右麦草
风化时，成活的林草就能形成长久固
定的植物草方格。”中卫市国有林业
总场总工程师唐希明向采访团讲解
演示扎麦草方格的方法。台青自媒体
人刘玉贞在亲身体验后感慨道：“我
以为扎个麦草方格会很轻松，其实需
要力气和技巧。我看到山坡上防沙固
沙工作都做得蛮好，可见前辈们为此
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提到宁夏时，有人会想到“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人会吟
出“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
有名”。有专家总结，宁夏“一半
是沙漠，一半是繁华”。如今随着
沙经济、沙产业和沙旅游加快发
展，“一半沙漠”也正创造出别样
的“繁华”。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新一批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卫大漠黄河

（沙坡头） 旅游度假区榜上有名。作
为全国首个沙漠旅游度假区，这里
不仅有温馨的民宿，还有五星级标
准的沙漠酒店、沙漠主题度假中
心。适宜的观星气象条件，让宁夏

成为星空眷顾之地，当夜幕降临
时，抬头就能看到繁星点点。2019
年，宁夏首次提出“星星的故乡”
文旅 IP，并举办系列星空主题活
动。多年过去，“星空+”旅游模式
更趋流行。

两岸记者在沙坡头入住帐篷营
地，白天体验黄河羊皮筏子漂流，
听船工唱起当地民谣，夜间置身漫
漫沙海，齐声唱起《宁夏》，在向导
的指点下遥望星河、思接千载，也
在现实中成为更亲密的友伴。

特色打造，汇聚两岸经验

宁夏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7度
至39度之间，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
萄种植“黄金地带”。盛夏时节，贺
兰山下的志辉源石酒庄，葡萄园里
绿藤舒展，草木葱郁繁盛。令两岸
记者意想不到的是，这里曾是戈壁
荒滩，酒庄是废弃的砂石矿区改建
而成。

“2008 年至今，我们生态修复
废弃矿区6000亩，种植生态林8000
亩、酿酒葡萄3000亩，打造了集葡
萄栽培、葡萄酒酿造与销售、旅
游、研学于一体的生态综合型酒
庄。”酒庄宣传部经理贾进财介绍，
目前他们有七成以上收入靠旅游带
动，可提供酒庄导览、葡萄酒知识
科普和品酒体验等，已累计接待游
客150万人次。

枸杞同样是宁夏特色产业，1
年前，贺兰山下的百瑞源殷红子熟
枸杞庄园开门迎客，1500亩的园区
内建有枸杞文化体验中心、研发中
心、主题餐厅等。“台湾的庄园经济
理念和精细化经营模式值得学习。”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
向峰说，在建设枸杞庄园前，他特
意前往宝岛“取经”，参观过苗栗的
草莓庄园、飞牛牧场等。

两岸记者还走进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中卫云基地、银川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地，采访报道宁夏因地制
宜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最 新 成 果 。

“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加上宁
夏当地的优惠政策，很适合台胞台
企扎根发展。”银川市台协会会长
李京安说。

感受发展脉动 见证山海情谊
——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走进宁夏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以照片为媒，内地与港澳青少年共同用
镜头记录下民俗的韵味，建立珍贵友谊。
2024年“我的民俗相册”——内地与港澳青
少年民俗摄影获奖作品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
行。此前，来自内地与港澳的青少年走进北
京、江苏、海南三地，在沉浸式体验中用镜
头记录地方特色民俗文化、革命历史和科技
创新。

本次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百余件。经过
专业人士对作品进行综合评比，共评出一等
奖一组，二等奖两组，三等奖三组，优胜奖
四组。参赛作品主要聚焦海南黎族织锦及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山泥人等传统民俗技
艺、历史古迹及文博场馆参观游览等内容。
一等奖作品名为 《艺术瑰宝》，由来自香港
的周鸣华与北京的滕子菲共同完成。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光影显华韵，江海
友相逢”，内地与港澳青少年以“一对一”
结对子的方式同吃同住同行。“我们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
样。”来自香港的黄靖淇和北京的刘婧焱在
比赛中获得优胜奖，他们向记者介绍了作
品，“这是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拍摄
的，我们想让大家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

“第一次见面很紧张，后来我们慢慢聊
天熟悉。”来自澳门的林庭萱与海南的王晓
夫跨越地域界限，获得了珍贵的友谊。“我
很少来内地，他很耐心地给我介绍景点，这
次交流活动让我学习了很多知识。”林庭萱
兴奋地说。

“我的民俗相册”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共青团海南省委、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交流协会（香港）、澳台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办。
据了解，活动自2016年举办以来，海峡两岸暨
港澳地区的近600名青少年参与活动，成为青
少年开展民俗文化交流的特色平台。

（据新华网北京电 记者鄢晓濛 实习
生王亦菲）

内地与港澳青少年探索多彩文化瞬间

一等奖获奖作品《艺术瑰宝》。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供图

正值暑期，位
于福建省古田县
的翠屏湖景区景
色宜人。近年来，
古田县依托翠屏
湖环湖旅游资源，
着力发展休闲、度
假、运动、研学为
一体的康养旅游
产业，助推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付敏）
以“中华经典，照亮未来”为主题
的 2024 海峡两岸青年阅读季活动
近日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
26所高校、高中的100名青年将在
7天的时间里，以书会友，共读经
典，展开文学交流之旅。

本届阅读季活动突出“历史文
脉传承”主题书籍的深度阅读，主
办方挑选了 《季羡林自选集》《何
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等经
典书籍，邀请知名学者担当两岸阅
读引领人，开展读书讲座，引导两
岸青年走进历史长河，品味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活动期间，两岸青年还参访鼓
浪屿林语堂故居、外图厦门书城，
参加多场名家文学讲座、创作分享
会等交流活动。此外，为纪念郑成
功诞辰400周年，两岸青年还将拍
照打卡厦门延平郡王祠、演武场、
中山路“泽被甘棠”牌坊等郑成功

足迹。
台湾中山医学大学大三学生陈

羿棠是第二次参加两岸青年阅读季
活动，此次准备与大陆青年分享书
籍《创作者的艺术之路》。

“我平时进行音乐创作，常常
会遇到创作瓶颈。这本书给我很多
力量，里面很多办法也可以用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陈羿棠说，“大陆
学生的阅读很深入，我想跟他们交
流学习阅读之道。”

台湾中兴大学学生莱恩庆表
示，对此次交流之旅充满期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交流
可以领略不同的风土民情，是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海峡两岸青年阅读季活动自
2017年创办以来连续举办8届。本
届阅读季活动由中国 （福建） 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厦门
外图集团有限公司、台湾中华青年
交流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潘清）
刚刚从西安交通大学工程机械专业
毕业的台生黄韬元，即将进入上海
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这个暑假
他选择“留守”，加入“2024台港
澳大学生杨浦暑期创业实习营”。

“从我所学的专业观察，大陆
的机会比台湾更多。我也有和同学
一起创业的意向。”黄韬元说，他
希望通过实习营提前接触职场并积
累经验和人脉，让自己离创业梦想

“更近一步”。
近日正式开营的本届创业实习

营，吸引了近 30 位台港澳大学生
参与。太平洋森活天地、陆家嘴国
泰人寿保险、捞王等8家台资、侨
资、科创类企业与学子们分别结
对，提供覆盖商贸、金融、网络科
技、新媒体艺术等多领域实习岗
位，精心策划课题并为学子们安排

了资深带教老师。
除了分组进入企业实习，实习营

还将穿插安排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
志愿团的专家解读政策、答疑解惑。

此外，实习营还为营员们安
排了丰富多元的参访环节，助其
了解城市建设和企业发展，亲身
感受上海特别是杨浦浓厚的创业
创新氛围。

汇聚众多知名高校的杨浦区是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重要承载区。近
年来，杨浦区聚焦创业就业，不断
深化与台湾及港澳地区的交往合
作。杨浦区连续多年举办两岸暨港
澳地区大学生暑期创业实习营、建
立大学生创业实训基地、举办两岸
大学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将在海外
求学的台湾同胞纳入当地高层次人
才引进计划等，并率先实现人才公
寓政策惠及台湾同胞。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王承
昊、章利新） 用简单步骤创建专属
虚拟角色，便可进入歌仔戏“元宇
宙”世界沉浸式欣赏经典剧目等内
容。这是台湾知名歌仔戏团明华园
戏剧总团近日在台北发布的“元宇
宙计划”的最新成果，为观众带来
数字化的观剧体验。

该计划集结近百人，历时一年
多，将真人直接扫描，全视角记录其
动作、装扮等细节，产出高品质的动
态3D模型。以明华园经典歌仔戏剧
目《韩湘子》与《冥战录》为蓝本，重
新制作出适用于“元宇宙”平台的数
字音乐视频。两部作品将于 8 月 24
日和25日在“元宇宙”平台上播出，
观众可免费领票线上观赏。

“歌仔戏是‘活’戏，不可能
一成不变。”明华园戏剧总团执行
长陈昭贤受访表示，明华园在台湾

能传承 95 年，最重要的就是大胆
创新。在数字化时代，戏团将歌仔
戏搬到“元宇宙”世界，希望吸引
更多年轻观众热爱歌仔戏。

被誉为台湾歌仔戏“无敌小
生 ” 的 孙 翠 凤 是 明 华 园 的 “ 台
柱”。她表示，明华园曾多次赴大
陆演出、交流，自己在大陆也拥有
一批粉丝，近期将到浙江与粉丝见
面，“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到大陆
演出，一起把歌仔戏发扬传承好”。

据了解，除歌仔戏音乐概念视
频和经典作品演出外，“元宇宙”
平台还将上线 8 个动漫虚拟角色，
以及虚拟主播带来的歌仔戏教学节
目，使观众在娱乐的同时深入了解
这项传统艺术。

上图：“元宇宙计划”最新成
果的发布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承昊摄

两岸百名青年在厦门开启文学交流之旅两岸百名青年在厦门开启文学交流之旅

台港澳大学生杨浦暑期创业实习营开营台港澳大学生杨浦暑期创业实习营开营

“元宇宙+歌仔戏”

台 湾 剧 团 数 字 化 创 新 传 统 曲 艺

“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从北京巴黎历史看发展”历史文化展近日
在香港举办。本次展览共展出超过80件展品，通过北京和巴黎的古地图、
历史照片等，回顾中法建交大事，向香港市民游客展现中法两国的历史
人文交流历程。图为观众在参观中。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图为两岸记者在银川市闽宁镇的闽宁禾美电商扶贫车间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