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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省台办指导制作的微短剧
《寻梦香格里拉》 近日在昆明首映。
该剧讲述了两名台湾青年和一名大陆
青年一起坐动车来到云南省唯一的藏
族自治州——迪庆的寻梦故事。

“跟着主人公的脚步，我们看到

香格里拉优美的自然风光，体验多彩
的民族文化。剧中台湾青年与大陆青
年的深厚友谊更是现实中云台两地青
年交流、交往、交心的一个缩影。”
云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
任张灿致辞表示。

剧中，台湾青年音乐人吴婷萱面
临创作与生活的双重瓶颈，为找回重
新出发的力量，与台湾青年赵轩明、
大陆青年李炜刚一起来到迪庆。他们
品尝藏族美食、体验唐卡；徒步前往梅
里雪山下的世外桃源雨崩村，偶遇牵
马的藏族大哥带他们脱离崴脚困境，
在藏民家中畅饮、畅聊，体会到当地同
胞的包容和豁达；一起冲进飘飘洒洒
的雨崩神瀑，接受心灵的洗礼……

在旅程尾声，吴婷萱创作一曲
《云台谣》：“香格里拉的风吹到了阿里
山，日月潭的水流进了洱海里……”
娓娓道出一对两岸夫妻满心欢喜的相
聚和跨越山海的情意，展现云台两地
情长且坚。

这首歌曲也是“七彩云南·相约
台湾”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主题歌
曲，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中国新闻社云南分社联合出品，
此前已在第六届“七彩云南·相约台
湾”主题日暨 2024 云台中秋茶话会
上发布。

首映式上，《寻梦香格里拉》 及
《云台谣》 的主创团队和云台两地各
界代表齐聚一堂，同温这两段相互交
织的感人故事。

吴婷萱的扮演者、《云台谣》 演
唱者、台湾青年艺人魏晖倪说，此次
香格里拉之行是一趟让她“找到生命
源头的神奇之旅”。“剧里的藏族大哥
女儿身体不太好，但他们的心还是像
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魏晖倪说，
在拍摄过程中，她和神瀑约定，不管
遇到什么事都要开心快乐，这份力量
将像活水一样，源源不断流进她的
生活。

该部微短剧共 5 集，由云南冰湖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作，中国新闻社
云南分社、迪庆州广播电视台、云南
冰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发行和出
品，将在首映式后陆续播出。

近年来，云南省通过举办云台
会、“七彩云南·相约台湾”文化交
流系列活动、两岸青年职业技术和民
间文化研习营、云台大学生双创赛、
台湾地区云南同乡会新生代寻亲之旅
等交流交往活动，打造云大启迪 K 栈
众创空间、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滇
台特色农业产业化工程研究中心、昆
明高新区创客大厦等云台青年创业就
业基地，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
朋友来滇旅游生活、交流考察、投资
置业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微短剧《寻梦香格里拉》在昆明首映——

讲述云台两地青年交流交心的动人故事
闵  喆

图为首映式现场。 云南省台办供图  

创新资源集聚发展

近日，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全资
子公司深圳应科院在位于广东深圳
的河套深圳园区揭牌，在正式揭牌
前，深圳应科院就已入驻该园区，进
行跨境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智慧校园
模拟及实测平台等的研发测试。

“深圳应科院入驻河套深圳园
区，标志着深港科技创新进一步合
作，有利于充分发挥两地优势，为
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贡献。”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
局长张曼莉表示，河套合作区要借
由大湾区的市场潜力，建立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科创生态系统，促进人
才和知识交流协作。

亚洲抗衰老及转化医学研究院
河套项目启动，国家知识产权运营

（深圳河套） 国际转化试点平台获
批，华润生命健康研究院、粤港澳
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
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
牵头成立的联合实验室等多家科技
创新机构落地……

一年多来，河套深圳园区持续
吸引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

等前沿科技领域企业入驻；低空经
济、智能机器人、量子信息等未来
产业孵化在此加速布局；创新的国
际性产业与标准生态系统也不断在
这里形成。截至今年 9 月，园区推
进和落地高端科研项目超 200 个，
汇聚 1.5 万余名科技科研人才，累
计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超 1700 件。

协同合作能力提升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
香港北部与深圳中南部跨境接壤地
带，面积 3.89 平方公里，是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3.02
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与 0.87 平方公
里的香港园区一河之隔。在这里，
科技创新这一深港合作的“最大公
约数”正不断扩大。

目前，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
学等 5 所高校陆续在河套深圳园区
设立了 10 余个创新研发平台和一
系列创新孵化载体。同时，香港科
学园深圳分园也落户河套深圳园
区，分园由港方运营，适用国际管
理规则，现已入驻超 50 家香港科
创机构企业。

河套深圳园区发展署署长曾坚

朋表示，随着一批重点科创平台的
建成、一批国际一流人才的引进、
一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开展、一
批国际化科研制度的出台和一批创
新要素跨境流动障碍的突破，深圳
园区已初步建立起深港科技创新高
效协同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
创生态体系，国际科技创新能力明
显跃升。

与此同时，河套香港园区的发
展也正逐步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
首批 3 座大楼自今年底起陆续落
成，来自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
和数据科学等园区支柱产业的第一
批租户将于明年开始进驻。《河套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
纲要》 预计在今年内发布。

配套服务日趋完善

工作日每天常态化运行、单程
通车时长缩短至 35 分钟、整体通
勤效率提升 30%……对于在河套深
圳园区工作的香港科研人员来说，
跨境直通巴士的开通无疑是一件幸
福的事情。这趟巴士往返香港科学
园深圳分园和香港科学园，让这些
香港科研人员只需一杯咖啡的时间

就可完成通关和通勤。
跨境直通巴士的开通，只是河

套深圳园区探索建立深港科技创新
高效协同机制，推进与科研相关的
人员、货物、资金、数据跨境流动
加速的一个缩影。

为了适应科技产业发展需要，
河套深圳园区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深港科创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皇岗口岸片区改造正加紧施工，深
圳地铁 7 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
等 5 条轨道线路将与新的皇岗口岸
联检大楼相连；南方电网深圳供电
局实现河套深圳园区配网自动化设
备 100% 全覆盖，规划新建 5 座 110
千伏变电站，并推进智能电房、配
网自动化、电能质量监测等 7 项数
字技术的全覆盖。

为提升河套深圳园区科研服务
质量，深圳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通过服务创
新，在今年 5 月推出“虚拟园区”
服务矩阵，打破各部门各层级的

“数据孤岛”，实现园区日常服务
“一码集成”、园区办事服务“一网
通办 ”、园区社群服务“一号互
通”，给科研机构、企业和人员提
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持续扩大深港合作“最大公约数”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成果显著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全资子公司深圳应科院、亚洲抗
衰老及转化医学研究院等香港科创机构相继入驻，依托香
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为运营载体的国家知
识产权运营（深圳河套）国际转化试点平台获批……近期
以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 （以下简称

“河套深圳园区”）各项成果不断落地，深港科创合作驶

上快车道。
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

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一年多来，深港携手推动河套合
作区创新资源加速汇聚，高端科创资源从“零星散布”
到“集聚发展”，河套合作区正加快打造科创新高地，向

“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奋进。

据 新 华 社 香 港 电 （记 者 褚 萌
萌） 香港历史博物馆近日获梦周文
教基金会捐赠 2.4 万余件中国影像藏
品，其中大部分为清朝末年至民国
初年的照片，内容广泛，题材多
样，珍贵且全面。

梦 周 文 教 基 金 会 成 立 于 2007
年，以支持文教研究和出版等为宗
旨。该基金会与香港历史博物馆联
合筹划的“回望——梦周文教基金
会早期中国影像藏品展”开幕典礼
当日同步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
局局长杨润雄在典礼上致辞表示，
这批影像藏品是梦周文教基金会多
年来在各地努力搜集而得的成果，
此次捐赠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面貌
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也增加了公
众认识百年前中国历史的途径。他
期待基金会的无私捐赠及弘扬中华
文化的热诚能鼓励更多人捐赠与中
国文化历史相关的文物，通过文物
讲好中国故事。

此次藏品展精选 500 余件影像，
分为“引子”“定格的山河”“生活
的相貌”“摄影的工艺”四部分，呈
现清末民初的城市景观、历史建筑、

百姓生活，涵盖第二次鸦片战争、
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
侵及日俄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还
包括反映早期摄影术发展的各种摄
影材质及不同格式的照片等。

展览的精选展品有：现存最早
的中国影像照片之一、一张摄于
180 年前的澳门南湾照片；美国摄
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于 1900 年拍
摄的立体照片；著名华人摄影师黎
芳拍摄的风景照；曾在 19 世纪社交
场合流行的“名片照”等。

展厅中设有互动区，参观者可
通过立体眼镜观赏立体照片，并选
择旧照片制作相册留念。展览还通
过有关航天研究、基础建设、农业
发展、人民生活等新旧相片的投影
对比，显示出国家百年来的飞跃
发展。

该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
文化事务署主办、香港历史博物馆
和梦周文教基金会联合筹划、弘扬
中华文化办公室协办，是弘扬中华
文化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四届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项目之一，
展期为 202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5 年 2
月3日。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刚、
郭雨祺）“金石同心——苏港澳篆刻
联展”近日在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
化中心开幕，展出来自苏州和港澳
三地印社 110 多位篆刻家精心创作
的 110多幅作品。

展览由苏州海外联谊会、常熟
海外联谊会、常熟市对外文化交流
促进会等主办，被澳门大学列为年
度中国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常熟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吴
文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三地艺术
家以刀代笔，以石为纸，将中华文
化的精髓和时代精神融入方寸之
间，不仅展现了篆刻艺术的独特魅

力，更体现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未来希
望不断深化活动内涵，以文化为纽
带，拓展与港澳艺术、科技、人才、
产业项目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表示，希望
本次展览能够激发广大师生对篆刻
艺术的热爱与关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澳门的传承与发展。期待通
过本次展览，进一步加强苏港澳三地
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本次展览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港 澳 校 园 行 活 动 项 目 ， 展 期
10天。

新华社香港 10 月 23 日电  国
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在香港大学
成立香港分中心，并于23日在港大校
园举行开幕揭牌仪式。这是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在香港的第一个分中心，也
是港大第一个国家级的工程分中心。

据港大介绍，国家数字建造技
术创新中心香港分中心将针对建造
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如老年化、低
效率、建筑安全、品质管制等问
题，重点突破建筑管理数字化的重
大瓶颈。该中心将围绕传统和新型
建造方式，展开基础技术创新研

究，促进数字建造管理的前沿发
展，为国家数字建造技术提供对内
及对外的知识交流平台。

港 大 校 长 张 翔 在 仪 式 上 致 辞
说，香港分中心的成立标志着香港
和香港大学在数字建造管理创新技
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港大房地产及建设系主任吕伟
生将担任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
心香港分中心主任。

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是
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于 2022 年成立。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
汪灵犀） 由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
与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
同业公会共同主办的“2024 海峡两
岸广电视听业界交流座谈会”今天
在北京举办，近 90 名来自两岸的业
界代表与会，围绕两岸影视产业融
合发展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寻
机遇。

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理事长
李秋芳在会上介绍了两岸视听业近
期的交流合作成果，并表示将推出
更多务实举措，积极为两岸视听业
界交流合作铺路搭桥。“希望两岸视
听业界继续精诚合作，分析业界现
状和合作需求，交流有效的做法和
成功经验，携手推进两岸视听业融
合发展。”李秋芳说。

“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应共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湾中华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创会
理事长汪威江表示，民进党当局在
岛内大搞“去中国化”，令人忧心。
他呼吁两岸视听业界深化交流合

作，增强影视作品的中华文化底
蕴，携手振兴中华影视文化产业。

座谈会围绕“海峡两岸广电视
听业界融合发展”主题进行了讨
论，16 位业内人士先后发言。五洲
传播中心副主任崔斌箴认为，两岸
应深化电视栏目和网络新媒体平台
建设，加强交流研讨及人才培养，
共同策划创作更多优秀视听节目，
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台湾制作人
赖聪笔认为，影视领域的合作在两
岸交流中影响深远。两岸影视界需
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创作品质、丰
富题材内容，以更多两岸受众喜闻
乐见的影视作品架起沟通心灵的
桥梁。

座谈会上，第四届海峡两岸暨
港澳地区优秀视听作品云展览“海融
特优作品”和“海融佳作”名单公布。

《时隔 230 年的重逢》《诗行天下》《台
青朋友圈》等 35 部作品获推“海融特
优作品”，《中医世界漫游记》《心安之
处是吾乡》《听！两岸回音》等 38 部作
品获推“海融佳作”。

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香港分中心揭牌

香港历史博物馆获赠2.4万余件近代中国影像

澳 门 举 办 苏 港 澳 篆 刻 联 展

两岸广电视听业界交流座谈会在京举办

近
日
，第
九
届
福
建
艺
术
节
在
福
建
大
剧
院
开
幕
。本
届
艺
术
节
荟
萃
戏
剧
、音
乐
、舞
蹈
等
多
种
艺
术
形
式
，

举
办
开
幕
式
和
闭
幕
式
、专
业
艺
术
活
动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文
化
艺
术
展
览
展
示
、闽
台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和
文
创

市
集
活
动
等
六
大
系
列
活
动
。图
为
开
幕
式
上
的
歌
舞
表
演
《
启
航
》
。

新
华
社
记
者  

林
善
传
摄  

10月24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广东
东莞开幕。图为澳门馆一展位吸引参观者。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