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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举办国际龙舟赛

初夏的一个上午，台湾科学教育馆的剧场
里，一群长者和一群孩子共同演出了一部特殊
的戏剧：《给亲爱的外星人》。剧中，平时被视
为“外星人”的长者们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
让孩子们重新认识“老”的价值和意义。

舞台上，没有华丽的布置，没有绚丽的灯
光，有的只是 15 位 64 岁以上的长者和 11 个 10
多岁孩子的质朴表演。他们不停地变换造型和
角色，不停地通过长者的回忆进入不同的历史
情境，在70分钟内呈现了近10段生命故事。

舞台下，来自七八所中小学的学生们构成
了观众的主体。他们不时被长者们夸张的表演
或歌舞逗笑，不时又因部分历史场景而面色凝
重。剧终后，一名五年级的杨姓小学生说：“老
人家和我们虽然年纪差很多，但有时候他们跟
我们小孩是一样的。”

果陀剧场“活化历史”项目总监蔡樱茹对
记者表示，“活化历史”要让爷爷奶奶们演出他
们的生命故事，拉近长者世代和年轻世代的心
灵距离，并改变人们对“老”的刻板印象。

2003年，台湾新光人寿慈善基金会从美国
纽约长者艺术服务机构引进“活化历史”方
案，从2005年开始与果陀剧场合作，借戏剧引
导长者回溯其生命经验，同时鼓励他们走进校
园与孩童面对面，分享生命故事。

据介绍，10年来，参与该方案的长者已超
过3万人次，有9万人次的学生通过聆听讲述或
观看演出的方式重新认识长者。其中，“长者表
演班”每年都会与部分小学合作演出，《给亲爱
的外星人》就是10周年的大型纪念演出。

此次登台演出的长者中，年纪最大的已经
88 岁，最年轻的也有 64 岁。其中，“最年轻的
老人”吴碧莲演出结束后仍戴着假发，穿着剧
中的裙装，在舞台上为下一场忙碌着。

她告诉记者，剧中她演出了自己的生命小
故事：小时候，父母生意破产，把她寄养到乡
下小阿姨家。过年时，小阿姨为了给她一件新
衣服，到工地上去挑砖头赚钱，还瞒着她和外
婆，说衣料是她父母从台北寄来的。很多年以
后，她才从母亲那里知道真相。

“现在的小孩看到我们的故事会惊讶，比如
贫穷的生活会让他们意外，但感情是共通的，
可以找到共鸣。”吴碧莲说，在学校讲自己的故
事，很多学生听后会把它们演出来或画出来，
这让老人很感动，很有成就感。

82 岁的郝惠江的话代表了很多长者的心
声：参加“活化历史”活动，和孩子们分享生
命经历，“让我重新活回来了。”

数据显示，台湾老年人口比率持续快速增加，
2018年将迈入高龄社会，届时65岁以上人口占总
人口数超过14％；2025年，台湾更将迈入超高龄
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二成。面对老龄化趋势，长
者世代和年轻世代的沟通正成为重要问题。

“我们希望能改变年轻人对老人的负面印
象，以及老人对自己的负面印象。十年来，通
过让长者进学校讲故事，通过戏剧演出，我认
为我们有巨大的进展。”蔡樱茹说，以后还将把
活动推广到更多地方，让更多人看到老人的生
命价值，“并改变他们对身边老人的看法和态
度。” （新华社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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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及中国澳门龙舟总会主办的201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
行，168支队伍参赛。图为澳门美高梅女子龙舟队比赛后欢呼。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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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动物园端午节出新招，在园内两栖爬虫动物馆推出“五毒”特
展。“五毒”是中国民间对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等有毒动物的合
称。端午节有“驱五毒”的习俗。古人认为，农历五月天气开始变热，瘴
疠之气增加，须避毒、驱毒，才得以平安生活。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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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邓仙来） 在山东青岛台资公司锐宗集团的
花生加工车间里，集团董事长张新政正在逐一检查每一道工序，对
花生的品质严格把关。

锐宗集团是一家以花生制品加工出口为主营业务的食品公司。
该公司2015年的出口额达到8000多万元人民币，熟悉张新政的人称
他是“花生大王”。

24年前，张新政由波士顿经香港和广州到达青岛，辗转来到父
亲的故乡青岛莱西协助父亲创业。他说，父亲对故土饱含眷恋，以
年近七旬的高龄来大陆创业，令他动容。

如今，张新政已经是当地知名的台商企业家，他欣喜地看到台
商——特别是台湾青年在青岛的创业环境变得更加舒适、便捷。“青
岛对我们台商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张新政说。

青岛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程文浩表示，以前市台办的
工作主要围绕给台商提供诸如子女上学、证件办理、走春送福等生
活方面的服务，近些年的工作重心则转向了为他们在生产经营中遇
到的困难提供帮助和服务。

今年以来，青岛市台办、青岛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青岛市台湾
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三家部门协同合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台湾
青年在青岛创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青岛市台办与青岛市农商银行签署协议，为台资企业贷款“开
绿灯”。据程文浩介绍，目前，市农商行为台资企业的授信额度已经
超过了18亿元人民币。

“台办工作的出发点是让台商享受到青岛经济发展的红利，让他
们也能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程文浩说。

此外，为解决企业用工难的问题，青岛市台办还出台了“市区
两级”招聘政策，将涉及台企的招聘会拓展到青岛下属的县市区
中，方便台企就近招工。市台办还成立了投诉协调处，与市仲裁委
员会、市公安局等部门建立沟通机制，确保台企在与当地企业发生
纠纷时，得到公正的对待。

位于泰山路的青岛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日前获批山东省“海
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中心主任褚庆柱告诉记者，中心目前为全市
范围内的注册创业者提供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创业补贴，并为他们
免除创业第一年的房租，第二年减免一半，第三年减免30％。

褚庆柱表示，希望当地创业学生享受到的政策能逐渐覆盖到台
湾的创业者，吸引他们到“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注册。“对台湾
的创业者，可能更需要跟他们坐下来，倾听他们的想法，这些方面
我们还需要做得更精细一些。”

目前担任青岛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的张新政说，协会
于3月份成立了青年委员会，并让青年参加协会举办的各种会议，为
青年创业者与政商各界人士交流架起沟通的桥梁。

“今后我们计划每次会议，包括理事会和会员大会等，都邀请青年
委员会的人员参加，让他们融入到协会里面，听一听协会中其他企业家
的经验，给他们一些建议，这样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帮助。”张新政说。

台商乐见青岛创业利好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 记
者日前从江苏省昆山市政府获悉，该
市抢抓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和昆山海峡两岸电子商务经济合作实
验区建设契机，在平台搭建、环境营
造、产业集聚等方面发力，打造两岸
电商“跨贸小镇”。

2015年10月，昆山海峡两岸电子商
务经济合作实验区获批设立。花桥国际
商务城则是该实验区的主要实施载体。

位于花桥的“跨贸小镇”以跨境
贸易体验馆为特色，占地面积 1.1 万
平方米，采取线上贸易平台与线下体
验馆相结合的运营方式，引进跨境电

商项目落户，预计3年内实现总产值
10亿元以上。

为服务落地的电商企业发展，昆山
市规划建设了“台湾商品O2O展示馆”
和“昆山市出口商品展示馆”，为入驻企
业提供免费展示空间。其中，“台湾商品
O2O展示馆”已投运，是集台湾商品体
验、消费、娱乐、美食于一体的特色展示
中心，展品涵盖美妆、食品、酒饮、保健
品等1000多件台湾商品。

除了建设“跨贸小镇”，昆山还在花
桥构建了“两园”助力两岸电子商务发展。

物流配套园占地400亩，可为电
商企业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物流服

务。2016 年 3 月，“昆山对台邮件处
理中心”获批，该中心将落户物流配
套园，实现功能叠加。目前正推动海
关、国检入驻，预计7月建成投运。

跨境电商孵化园总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米，以信息化云平台为依托，
从事中小型跨境电子商务项目的引
进、筛选和准入，以及专业化的创业
辅导和培育孵化，打造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发展集聚区。

台湾跨境电商代表陈秘顺说，通
过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的搭
建，未来将有更多台湾优质商品进入
大陆市场，进一步拓展两岸商机。

昆山打造两岸电商“跨贸小镇”

据新华社香港 6 月 8 日
电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 8 日表
示，香港迪士尼与上海迪士
尼乐园定位不同，目标客源
也不相同，两个乐园也各自
有独特设施和娱乐项目。从
今年 6 月 11 日起，香港迪士
尼乐园会推出“星球大战：
入 侵 明 日 世 界 ” 的 娱 乐 项
目 ， 以 漫 威 人 物 “ 铁 甲 奇
侠”为主题的新园区将于今
年底启用。此外，明年还将
落成以探索冒险为主题的第
三间酒店。

苏锦樑介绍，香港迪士
尼乐园一直紧贴市场趋势及
潮流，包括充分利用新推出
的迪士尼电影热潮，灵活和
及时地在乐园内推出时令性
的娱乐项目及体验，配合主
题性的餐饮及商品，提高乐
园的吸引力，并带动更多宾客
首次及再次到访。香港迪士尼
乐园为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
担当重要角色。自2005年开业
以来，乐园营运首 10 年为香港经济带来
744 亿港元增加值，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
的 0.38％，同期直接及间接创造的就业
机会达19.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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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 （丁梓懿） 香港团
体“帮港出声”8 日宣布，将于 7 月 3 日上
午11时组织5000人在太平山顶举行手牵
手“正能量·团结太平山”活动，欲创造新
的“最多人手牵手”吉尼斯世界纪录。

此次活动是“中国人·骄傲”活动的
一部分，目的是将正能量带回香港，以
做中国人的自豪感，用慈善凝聚爱心。
活动发言人表示，“中国人·骄傲”将在

“你参加，我捐款”的原则下，最高捐赠
50 万港元给东井圆林东慈善诊所，为观
塘基层长者服务。“中国人·骄傲”慈善
行动的口号是“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慈善的心，不变的笑容”。

香港将办慈善“牵手”香港将办慈善“牵手”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以下简称
太湖论坛） 第四届年会这几天与澳
门来了个“亲密接触”。6月7日至9
日，近千名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领导政要、专家学者、国际
机构代表、企业界领军人物及媒体
界人士齐聚澳门，围绕“合力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这一主
题，展开深度交流与对话。议题涉
及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理念、发
掘人类健康共同体的资源宝库、探
索文明交融的成功实践等。

发表声明 提出倡议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重大传
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危
机，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独力支撑，各国越来越成为休戚相
关、安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号召全球共同面对挑战，论坛在
闭幕式上发表了 《合力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主席声明》。

主席声明指出，当今世界和则
两利、斗则俱伤，加强合作、互利
共赢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主旋律。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以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文
明，以合作代替对抗，重建人与自
然的和谐、重建社会和谐，是化解
全球性危机、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
必由之路。合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文明，要借鉴各国各民族文
明发展进步的优秀成果和历史经
验，并不断在新的实践中创新发展。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
协副主席杜青林说，建设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一个全球性的宏伟事业，
必须有坚实的文化支撑。为此他提
出四点倡议：一是要坚持相互尊
重，促进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其
次是坚持根植民间，加固人文交流
的友谊桥梁；三是坚持互学互鉴，
共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四是
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厚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
量源泉。

中西交融 多元共存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张梅颖说，“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其实是中华民族“天下大同”古
老理念的现代表达。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
但只有秉持“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理念，中西
文化和世界各国才能共存共荣。到会的中外专家学
者都对此表示认同。

“太湖论坛”的举办地澳门的历史本身，就是
“和而不同”的最佳写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在论坛上表示，澳门4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

“中西交融，多元共存”的独特文化魅力。自1999年

回归祖国以来，特区取得了有目共
睹的发展成绩，“一国两制”的伟大
事业带来的文化包容力与强大生命
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澳门的发
展经验充分表明，只有持续推进不
同文化增强交流、相互包容，才能
更好地促进和谐、推动发展。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古利米拉·
库代别尔季耶娃也认同合作共赢的
理念。她说，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成
立以来，就成为世界各国之间跨文
化对话的高层次、开放式多边平
台。中国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倡议，能够成为推动欧亚大陆
国家互利发展的巨大动力。相信本
次论坛将进一步扩大吉中两国之间
的双边合作，扩大各国之间的多边
合作。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前
任主席、马里教育部原副部长亚当·
萨马塞库则在论坛上表示，面对市
场全球化，大家都必须将人性精神
融入到各自所处的市场当中去，实
现人性的全球化：“唯有促进文化和
语言的多样化发展，推动不同文化
和文明间的对话，才能将我们的世
界从几乎不可避免的混乱之路上拯
救回来！”

落地澳门 大有深意

今年的“太湖论坛”选在澳门
举办，有着特别的寓意。

澳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
个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与海外文明
交流交融、互通互联的重要窗口。
如今，澳门正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努力配合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文化澳门”的新形
象，其中就包括优先培育会展业，
打造“盛会之都”。“十三五”规划
中也明确指出，国家支持澳门“积
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
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而“太湖论
坛”这一世界级会议的落地，正是
澳门的好契机。

澳门在首份“五年规划”草案文本中写道，“一
国两制”是现阶段澳门发展会展业最大的制度优
势。“太湖论坛”的落地正好体现了这一点。举办

“太湖论坛”，一方面能推动澳门的会展业发展、塑
造良好城市形象，促进澳门由“博彩”向“多彩”
转变，另一方面又能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搭建
不同文明的对话平台，向世界宣扬中国倡导的“和
而不同、合作共赢”新文明理念。这与澳门的城市
发展目标——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
与葡语系国家商贸服务平台”也是相契合的。

澳门唯一一家中央企业——南光集团总经理段
洪义还希望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年会永久落户澳门。
他希望，像提起“博鰲”自然就联想到“博鰲亚洲
论坛”一样，今后一提起澳门，人们就会联想到

“太湖论坛”、“文化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