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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重庆电（记者赵宇飞）
记者日前从重庆市台办获悉，由两岸
专家学者历经五载合作编著的《连横
诗词选注》已经完成并出版。

连横是台湾近代爱国诗人、《台湾
通史》的作者，是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
战的祖父。连横诗词思想性强、艺术
性高，但由于两岸隔绝既久，加上其

诗文字艰深、史事用典多，在普通民
众特别是青年中难以普及。

自 2012 年起，重庆师范大学黄
中模、鲜于煌教授与台湾云林大学蔡
辉振、台湾《艺文论坛》杂志社林静
助先生等 20 多位两岸专家学者共同
发起研究连横诗词。

在连战办公室支持下，两岸专家

学者以两岸青年读者为对象，从连横
的近千首诗词中精选出450多首，进
行通俗注释。

两岸专家学者历时五载，六易其稿，
58万字的《连横诗词选注》近日出版。连
战先生为该书签名题序，肯定该书“定能
普及于青年学子，完整传达连横先生的
意念，成就历史与诗词结合之美”。

重庆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连横诗词选注》是台湾光复后70多
年来，两岸首次合作对连横诗词进行
注释出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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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
希望到内地城市走一走、看一看。除了

‘北上广’外，我们也期待香港学子了
解西部地区。”香港青年民建联主席颜
汶羽说，希望通过实习契机，让香港青
年认识自我，在内地寻找更多的机会和
平台。

随着内地西部城市向香港青年提供
日益增多的实习机会，不少港生善于把
握机遇，深入西部实习取经，既锻炼了
自己，又拓宽了视野。无论未来留在内
地发展，还是回乡深耕沉潜，抑或出国
挑战自我，这段内地经历都是弥足珍贵
的积淀。

让港生更好地了解内地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内地的内陆地
区。便利的无现金支付、快速的轻轨列
车、热辣的火锅和天气都让我印象深
刻。”香港树仁大学经济与金融专业大
三学生陈冠焯说。今年暑假，他选择

“西进”重庆，在贸易进出口公司担任
实习生。

“此行让香港年轻人增进了对内地
的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就是要我们不断
挑战自己，勇于‘走出去’学习新的东
西。”实习期间，陈冠焯在技术开发、
财务精算复核等方面进行业务训练，还
学习了商贸领域进阶的实际操作内容。

“这些对我未来都是非常实用的。”
为了尝试不同的职业和生活方式，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专业大二学生周秀
楠同样选择在重庆实习。他进入了一家
金融机构，担任大堂经理助理。周秀楠
坦言，工作中不断与人交流，增进了自
己的沟通能力，业余时间的城市体验，
则让他感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
实习临近结束时，周秀楠暗下决心，希
望自己未来在内地攻读研究生学位，继
续探寻祖国秀美风光。

自 2009 年以来，重庆市已接待 12
批次共 536名港澳台大学生来渝实践交

流，共设立“港澳台青年人才重庆实践
基地”82家，涵盖金融、传媒、科技等
多个行业。在刚落幕的本届国 （境） 外
优秀青年人才重庆实习月活动中，来自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等高校的数十名港生，在 1个月时间
内分赴重庆 20 家企业实习，岗位涵盖
金融、物流、文博、科技等行业。

体验内地企业职场文化

“来宁夏实习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让我们能够亲身体验内地企业的职场文
化。”在近日举行的“明日领袖”香港
青年暑期内地实习计划 2018 宁夏总结
分享会上，港生们谈起自己的宁夏实习
体验，“个人成长”和“了解内地”等
同样频繁出现。

“这次实习我去了银行大堂、高端
客户部、个贷部三个部门。”香港恒生
管理学院学生林信达进入交通银行宁夏

分行实习，他说，此次实习让自己受益
匪浅，也感受到了宁夏职场与香港的区
别。“与香港相比，宁夏的工作节奏比
较慢、压力比较小，我很欣赏宁夏人这
种生活与工作保持平衡的模式。”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温宝龙在国家电
网宁夏电力公司营业厅实习，与宁夏同
事融洽和友好的相处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刚来的时候有点‘战战兢兢’，但
同事们非常热情，帮助我了解宁夏，解
决工作中的问题，对我特别照顾。”

面对港生进入内地常遭遇的语言交
流尴尬，林信达说，“有时候我们听不
懂客户在说什么，客户也听不懂我们在
说什么，很感谢宁夏的同事，遇到这些
问题他们都会帮助我们解决。”

从2015年开始，宁夏连续3年承办
香港大学生暑期内地实习计划，共安排
155 名港生到宁夏多家企业进行为期 1
个月的实习。“一次实习行，一生宁夏
情。”宁夏青年联合会秘书长温皓说，

希望香港学生将宁夏之行结交的深厚情
谊传递下去。

唐卡为媒加强文化交流

“4年前我去西藏旅游接触到了藏文
化，那时候看到唐卡觉得它的绘画非常
精美，这次很幸运能来唐卡的发源地学
习唐卡艺术，特别期待未来 40 天的学
习。”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陈玉琪说。

在企业的常规实习体验之外，西部
城市文化技艺类的实习活动，也对港生
有不小的吸引力。“2018 年‘唐卡工
坊’——唐卡初级画师内地实习计划”
近日在青海省同仁县启动，来自香港的
13 名学子将进行为期 40 天的唐卡工艺
学习。他们除了在唐卡学院进行绘画学
习外，还会与唐卡画师们进行艺术交
流，了解其在绘制唐卡时的情感表达。

同仁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 ， 被 称 为 “ 热 贡 ”（即 “ 金 色 谷
地”），享有中国“藏画之乡”美誉。
当地以唐卡领衔的热贡艺术，2009年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名录。青
港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席吴汉忠说，唐卡
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
形式，欢迎更多香港学子来学习了解中
国藏传佛教的传统文化和底蕴，包括绘
画唐卡的工艺。

“2016 年，我们组织了首批香港学
子来同仁县学习唐卡绘画，学生们都自
主完成了一幅唐卡绘画，回到香港后，
还在香港文化中心进行了他们自己的唐
卡作品展示，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参观
和询问。”吴汉忠说，此次组织第二批
香港学子来学习，旨在以唐卡为媒介，
加强香港与青海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学生黄钦
宁说，唐卡绘画需要很多技巧，其中
也需要理解更多的感情和思想，希望
通过此次学习交流去理解更深层次的
藏文化，然后带回香港，让更多朋友了
解藏文化。

香港青年“西部寻奇”
本报记者 张 盼

唐卡初级画师内地实习计划近日在青海启动，来自香港的13名学生进行为期40
天的学习。 中新社记者 孙 睿摄

图为中银香港总裁高迎欣介绍中银香港发行的新钞票设计特色。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图为中银香港总裁高迎欣介绍中银香港发行的新钞票设计特色。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本报香港7月24日电（记者张庆波） 香港金融
管理局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渣打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等香港三家发
钞银行24日公布，将推出2018香港新钞票系列。该
钞票系列与目前市面流通的钞票一样，共有五个面
额，同面额的颜色相同，但加入多项先进防伪技
术，并首次统一了每个钞票面额背面的设计主题。

港币新钞设计式样显示，其所选设计主题与香
港市民息息相关，呈现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生
活节奏、余暇消遣以及拥有丰富的大自然和文化遗
产的多元面貌。五个面额的钞票上分别描绘了香港
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1000港元）、景观壮丽的香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500 港元）、承传
艺术文化的粤剧 （100 港元）、在本港栖息的蝴蝶

（50 港元），以及深受市民喜爱的点心和饮茶文化
（20 港元）。此外，为方便与现时流通的钞票更好区
分，新钞背面有别于传统的横向设计，采取了以直
幅方式呈现设计主题。

据了解，新钞还加入了多项先进的防伪特征，
分别设置在五个面额钞票的相同位置上。包括：轻
微倾斜钞票，“动感光亮图案”中的闪亮圆环会随之
转动，“开窗金属线”上的大、小闪亮圆环会随着钞
票转动，背光可见“高透光水印”紫荆花的花、
叶、花蕾和银码数字，及“荧光透视银码”“隐藏银

码”“凹凸手感”等。同时，新钞沿用2010系列的无
障碍设施，如点字及手感线等，以便视障人士辨别
钞票面额。

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表示，每隔一段时期设计和
推出新系列钞票，目的是令流通钞票能够采纳最新
的印钞科技，令伪钞犯罪集团难以模仿或复制。新
钞票系列不但加入了尖端的防伪特征，而且统一了
三家发钞银行五个面额的设计主题，展现香港的本
地文化，并以直幅的形式展示于钞票背面，与以往
的钞票设计截然不同。

发钞行之一的中国银行 （香港） 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裁高迎欣表示，中银香港根植香港、服务
香港超过100周年，对这个国际都会的成就及独特魅
力引以为傲。希望通过这套新钞，将多元缤纷的香
港生活风貌微缩在方寸之间，记述细腻温馨的香港
事、香港情，表达与香港市民相伴相随的深厚情谊
以及携手迈向美好明天的愿望。

据悉，面额 1000 港元及 500 港元的新钞将分别
于2018年第四季度及2019年初推出市面流通，其余
的 100港元、50港元、20港元将于 2019年至 2020年
期间推出。现有钞票继续与新钞同时流通，在适当
时候会被逐步收回。为增进市民对新钞的认识，金
管局还将于近期开展巡回展览、推出手机应用程序
游戏等推广活动，增进公众对新钞的认识。

统一主题设计 展现生活风貌

香港将推出2018新钞票系列
统一主题设计 展现生活风貌

香港将推出2018新钞票系列

本报深圳7月24日电（记者冯学知） 深圳市24日发
布“深圳贯彻‘31条惠及台胞措施’政策汇编”，内容涉
及 18个类别共 99项，基本涵盖台胞在深圳学习、创业、
就业和生活的各项同等待遇政策措施。

记者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鼓励引导在深
台胞台企充分了解掌握和用好用足深圳政策，深圳调研
梳理出现有适用台企台胞的各项政策，制作了该政策汇
编。汇编内容包括相关政策文件以及申报指南和链接。
其中在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上，2018年深圳市级财政专项
资金预算规模为257.37亿元人民币，涉及54个专项、200
个资助方向，符合条件的台胞台企都可以按程序申报。

深圳市副市长艾雪峰说，深圳是台商投资最早的大
陆城市。30多年来，深台两地经贸交流日益密切，人员
来往日益频繁。近年来，深圳通过深化改革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着力打造特区新优势，先后出台了多个涉及企
业发展、人才引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对包括台胞台企
在内的企业和个人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
设、政府采购、申请各类基金项目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关
规定。除部分针对特定区域和特定对象外，政策一视同
仁，营造了公平、公正、开放的投资发展环境。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深圳累计引进台资企业
6138家，实际利用台资99.82亿美元。近年来每年从深圳
口岸出入境的台胞约230万人次，约占大陆出入境台胞总
数近1/4。在深居住的台商、台湾技术管理人员及家属达
5万多人。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马伯寅说，深圳是大陆改
革开放以来最早与台湾交流交往的城市之一，现在依然
是往来最频繁、交流最密切的城市之一。深台合作是两
岸同胞互惠互利、共创双赢的典范。今后深圳将秉持

“两岸一家亲”的原则，加大力度开展与台湾全方位交流
合作，在大陆率先实现给予台胞台企同等待遇。

深圳落实惠台措施
99项政策同等适用台胞

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邓瑞璇）
“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
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21 日，

“2018 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在广东
惠州结束。来自粤港澳三地的 109 名
青年大学生以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表
达了对此次文化之旅的惜别之情。

此次活动 7 月 12 日在澳门启动。
三地青年学生在 10 天里先后走访澳
门、香港、深圳、梅州、河源、惠州
等城市，近距离接触了腾讯、环球数
码等高新技术企业，见证科技创新发

展。同时，他们在学唱客家山歌、练
习操作提线木偶、学习汉剧水袖等活
动中，深入感受客家文化。

香港大学大二学生萧清瑜是第一
次参加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梅州的
客家文化和自然风景让她印象深刻：

“亲眼看到客家围屋很震撼！这种建
筑充满了智慧，而且能感受到他们亲
密包容的家庭关系。”

来自澳门旅游学院的大二学生
陈秋彤则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认
识了很多朋友。“这一次的旅行真的

很好玩！我和很多来自香港和广东
的朋友聊彼此的生活，在大家不同
的文化中找共同之处，对祖国的文
化有了更多了解。大家都很希望明
年继续参加。”

据了解，“2018 粤港澳青年文化
之旅”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广
东省文化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
局、澳门特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
室联合主办。

“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目前已
举办 10 届，先后以广府文化、潮汕
文化、客家文化等为主题，足迹遍及
香港、澳门、广东、广西、福建、江
西等地，粤港澳三地已有 1000 多名
青年学生参与其中。

粤港澳青年体验客家文化

为展示现代农业生态美的特质，丰富乡村旅游
资源，安徽省庐江县台湾农民创业园在园区一块长
135 米、宽 58米，面积 20亩的水稻田里，以 2018 年
吉祥物“旺旺”为设计元素，用绿、黄、褐色三种

彩色稻谷为颜料，精心种出了一幅形象生动的“稻
田画”。长势良好的“稻田画”已成为当地乡村旅游
的特色景点，每天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图为“稻田画”鸟瞰图。王 闽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郭鑫）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
暨普查局23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上半年，入境澳门旅
客总计达 1681.4 万人次，同比增加 8.0%。其中，内地旅
客为1170.5万人次，同比增加13.3%。

按入境游客来源地计算，上半年入境澳门的台湾地
区旅客为 52.5 万人次，同比增加 0.9%；韩国旅客为 42.4
万人次，同比减少2.2%；香港旅客30万人次，同比减少
3.7%。美国旅客录得按年升幅，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
国旅客人数有所下降。

上半年，留宿旅客和不过夜旅客分别增加 8.3%和
7.8%，旅客平均逗留时间为1.2日，维持去年同期水平。

6 月当月，入境澳门旅客 260.3 万人次，按年上升
9.4%，其中内地旅客达 175.2 万人次，同比上升 13.5%，
其中个人游旅客增加15.0%至81万人次。

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同比增长8%

两岸合作完成《连横诗词选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