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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日清晨，贵州省贵阳市筑城
广场凉风习习。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来
自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 500余名青少年
身着各色团体制服，排着整齐队列，观
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这是今年贵阳举办“相聚国旗下”
活动的场景。参加升旗仪式的青少年由
香港“同心同根万里行”交流团和“爱
我中华”青年大汇聚火车团贵州科技文
化之旅的成员组成。面对这神圣的仪
式，在场的许多同学激动不已。

亲自升旗很激动

“我已来过内地5次，不过以往都是
在台下观看升国旗。”香港升旗队总会
成员黄建邦兴奋地说，此次活动自己做
升旗手，感觉责任重大，同时也十分荣
幸。在现场，黄建邦小心翼翼地把国旗
拴在绳子上，慢慢拉动绳子的另一端，
让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的节奏缓缓升至
旗杆顶端。“第一次担任升旗手这么重
要的角色，蛮紧张的，为此提前做了很
多准备。”

作为这次活动的护旗手，香港海事
青年团成员罗加慧感觉自己就像被选中
的幸运儿。2013年，她就曾参加“同心
同根万里行”活动并在天安门广场观看
了升旗仪式，“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感
觉到身为国民的那份责任感”。

“同心同根万里行”2018 考察交流
团荣誉团长梁唐青仪介绍，交流团每到
一个地方都会举办升旗活动，但以前主
要是观礼。此次制服团成员不仅和内地

青少年联合组成护旗队伍，还担任升旗
手。这是自 2002 年“同心同根万里行”
活动举办以来，首次由香港青少年担任
升旗手。

爱国教育很生动

“两岸及港澳的青少年在交流活动
期间共同参加升国旗活动，是一次非
常生动、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香港
中 联 办 青 年 工 作 部 副 部 长 杨 成 伟 介
绍，“同心同根万里行”交流团活动由
香港 14 家制服团体共同参与举办，自

2002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相聚国
旗下”是其中的一个品牌活动。除交
流团青少年外，主办方也邀请在同一
个地方交流的香港、澳门、台湾和当
地青少年一起参加。

“虽然以前观看过升国旗仪式，但都
没有这么隆重。此次自己能参与其中，
真的很激动。”采访中，参加活动的澳门
青年联合会成员李汉锋这样表示。

香港学生黄嘉荣说，当同学们听到
国歌响起时，内心很激动。因为国歌、
国旗都是国家的象征，它们激发了大家
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贵州之行收获多

“我之前听过很多关于贵州的故
事，觉得贵州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来自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少青团的林美欣
第一次参加“同心同根万里行”活动。
她说，尽管行程安排得很紧凑，比较辛
苦，但很值得，能来贵州是一件奇妙的
事。尤其是自己体验了在香港体验不到
的少数民族文化，千户苗寨就是她印象
最深刻的地方。

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咏诗说，之
前自己对内地了解比较少，但在贵州参
观了“中国天眼”后，她感到国家科技
实力日渐增强，内心的民族自豪感也油
然而生。

据了解，“同心同根万里行”2018 年
贵州之旅，除“相聚国旗下”升国旗仪式
外，考察交流团还参访了西江千户苗寨、
平塘大射电望远镜、贵阳大数据企业等。

梁唐青仪说，十多年来，“同心同根
万里行”交流团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参加
人数已超过 5000 人。活动以“弘扬民族
精神、培育国家观念”为目标，通过实
地考察，加深香港青少年对国家历史、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同时让香港
与内地青少年建立友谊、加强交流。

港生李佩英表示，自己利用暑假的
时间去过广东、北京等地，并与不少内
地青年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去之
后，他们会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保持联
系。这次的贵州之行，李佩英感到收获
良多、结交了不少朋友，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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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7月29日电（记者汪灵犀、王尧）《西域记风尘》寻访玄奘法师
取经之路，《郑和下西洋》 展现古中国辉煌文明，《行云流水》 深入青藏高原
拍摄三江源头……创立于 1988年的台湾 《经典》 杂志为欢庆 20周年纪念日，
27日于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启动“《经典20》壮游摄影展”，精选200幅摄影作
品进行展出，既展现台湾人文历史风貌，也关注大陆自然地理和社会变迁。

《经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告诉记者，每篇报道都是在台湾慈济基金会的
支持下，花费长达一年甚至数年时间完成的。比如报道《郑和下西洋》，团队
深入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采风取材，当时还做了郑和船队的模型，不仅
在台湾展出，也送到了马来西亚展览。在制作妈祖和茶叶等专题时，也曾多
次赴闽挖掘素材，与大陆可谓渊源深厚。王志宏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让读
者关注到杂志20年来对中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报道。

除了展示摄影作品，杂志社还将举办“经典大讲堂”活动，邀请20年来
在 《经典》 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或受访的作者、摄影师、各界学者专家，分别
以建筑美学、环境保护、社区营造、摄影技术等领域为主题，举办 137场讲
座，与读者面对面分享故事。此次摄影展和大讲堂活动将持续至8月26日。

7月 24日，深圳举行落实“惠台 31条”新
闻发布会，台下坐着来自“海峡两岸记者特区
行”联合采访团的40位记者。其中，到访深圳
已两天的19名台湾记者对这场发布会尤为期待
——历经40年，这座充满活力的经济特区，将
会给台湾带来怎样的机遇？

“大陆改革开放 40 年的许多重要经验和成
就，都浓缩在深圳这座城市中。”台湾中天电视
台记者李宗芳表示，到深圳后触目所及皆是鳞
次栉比的大楼，让她眼前一亮，尤为期待通过
此行发现更多台青、台企的发展机遇。

对很多台湾同胞来说，深圳并不是一座陌
生的城市。据官方统计，近几年，每年从深圳
口岸出入境的台胞约 230 万人次，约占大陆出
入境台胞总数的1/4。参与采访的台湾记者们都
曾多次“到过”深圳，但真正深入观察和了解
这座城市很多人还是第一次。

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农业县变成一个充满活
力的大都市，深圳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在深圳
市博物馆，记者们看到了深圳快速成长的每一
个脚印。当台湾东森电视台记者杨钊看到深圳
的 3D 微缩地图时，想起了 12 年前第一次从香
港来深圳。“当时一过关就觉得两边的差距还是
很明显的，但这次我们还是从香港过关，过了

皇岗口岸后感觉深圳和香港几乎没什么分别
了。”杨钊感慨，深圳这几年变化很大他多有耳
闻，但自己这次用心观察这座城市时，还是被
它巨大的变化所震撼。

摩天大楼、蓝天绿树，拥挤的人潮、川流
不息的新能源汽车……4 天的参访行程，台湾
记者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散发着的浓浓“现
代”气息。在华强北的采访，则让他们惊叹于
这座城市蓬勃的创新活力。

在全国知名的电子元件集散地深圳华强北，
一栋名为赛格数码广场的大楼里有 3 层楼的空
间用于孵化初创企业。这个名为赛格众创空间
的孵化器曾孕育多家“小巨人”企业，也是吸引不
少台湾创业青年的“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李复荣3年前从台湾到深圳创业，公司成立半年
后，他的小绿草“自拍机器人”项目估值已经过
亿。“深圳的创业氛围非常好、成本低，最重要的
是产业配套齐全。”李复荣说，公司身处赛格数码
广场，他几乎不用出大楼就能买到大部分硬件配
件，这是他们的成果能很快投产的关键。

在有限的空间内，光是台湾的创业团队就
有 4个，创业台青 50名，还有几位暑期实习的
台湾大学生。台湾记者们与台青台生热络交
流，原本安静的房间变得热闹起来。听了这些

青年亲自讲述来深圳创业实习的理由和感受，
台湾记者们对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愈加印象深
刻。“我的印象中，华强北是‘山寨’的代名
词，在华强北可以买齐组装成一台苹果手机所
需的所有零件。现在它不仅褪去了‘山寨味’，
还诞生了不少自主品牌，成为深圳科技创新的
代名词了。”杨钊感慨道。

原先的零配件集散地成了如今的创新沃
土，华强北的转型升级路恰如深圳改革发展的
缩影。以出口加工起家的深圳，发展质量和效
益今非昔比，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居世界前
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六成。

7 月 25 日，深圳行最后一天。在龙岗全球
鹰无人机飞行基地，全球鹰 （深圳） 无人机有
限公司董事长余景兵顶着烈日指挥无人机各科
目演练，不知疲倦地讲解了近 2 个小时。他的
创业激情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抵押房
产、破釜沉舟研发工业无人机的决心尤为令人
感动。对于深圳何以能成为“全球无人机之
都”、科创热土，大家有了更深切的感触。“其
实像这样有激情的创业者，30多年前的台湾也
有很多。”台湾旺报记者宋秉忠叹道，他希望台
湾青年不仅能利用好深圳优良的条件，也能汲
取创业者们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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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经典》杂志办创刊20周年摄影展

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汪灵犀摄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汪灵犀摄

台湾大学生结束台湾大学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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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5名来自台湾高校的大
学生结束了他们在湖南卫视为期
24天的实习交流。这5名学生在湖
南卫视参加了趣味竞技节目《摇啊
笑啊桥》 的制作，学习拍摄、采
访、剪辑技巧，并结合学校中学到
的理论，联系长沙的美食、美景和
工作日常，制作成了结业作品《幸
福足迹》。

此次实习交流自 7 月 3 日开
始，共 50 名台湾大学生来到湖南
广播电视台旗下的 10 个频道及单
位，参加第四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
专业学生暑期来湘“爱·在芒果”
实习交流活动。

图为台湾学生与湖南卫视指导
老师们合影。

薛宇舸摄 （新华社发）

暑期过半，香港青年北上
实习交流各项活动有的进入尾
声，有的渐入佳境，有的整装
待发，参与者收获多多，组织
者欣慰满满。

这些年，香港青年赴内地
交 流 实 习 的 项 目 数 量 日 益 增
多、形式日趋多样、效果越来
越好，是可喜的变化。

香港青年赴内地交流行之
有年，如何在既有形式和架构
的基础上提升，这是相关部门
和人士思考和建言的问题。“多
年 来 ， 我 们 组 织 青 年 交 流 活
动，都是以‘看’为主，看看
风景，尝尝美食，但现在时代
不 同 了 ， 交 流 工 作 要 做 实 做
细，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定制
不同的产品……”有香港青年
团体的负责人如是说。香港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就此
建言，并提出可操作的建议，
其中“版本升级”说得到许多
人的认同。香港和内地青少年
的 交 流 工 作 一 级 一 级 走 向 深
入：先是很多年前就有的短期
参观交流活动，主要是组织香
港 青 少 年 来 内 地 游 览 名 山 大
川，对国家的自然地理、人文
历史等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
个工作必须持续推进。后来是
中期的体验式互动，让香港青少年来内地7至8周参加实
习或培训，让他们融入内地生活，对国情有更深的理
解，学会换位思考，增强归属感。再后来是深度融合共
同发展，包括创造条件让香港青年在内地就业、创业。

关注香港青年成长发展、为他们创造更多更好机
会，也是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中联办的共识。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多个场合提到：香港的未来必须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香港青年人了解国
家最新的发展，是特区政府的责任。希望香港青年把握
赴内地实习交流的机会，积累内地工作经验、深入了解
祖国历史文化和发展现状。香港中联办负责人也多次提
到：梳理香港青年学生成长发展期的所思所想后发现，
青年人关心的都是“学业、就业、创业”这三类问题。
而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成才与国家发展紧密相
连，中联办愿意支持配合好特区政府，提供更多有益于
青年学生的服务产品。

两地政府全力推动、民间机构积极参与、热心人士
铺路搭桥……香港青年内地交流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
精彩。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内地经济的蓬勃
发展、感受创新创业的热烈氛围……希望随着交流活动
的“版本”不断升级、内容不断拓展，香港青年学子的
国家观念、社会责任和自身能力也不断升级，把个人事
业发展同香港发展、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更广阔
的天地中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本报台北7月29日电（记者汪灵犀、王尧） 第六届
两岸建筑与规划新人奖日前在台北揭晓。台湾淡江大学
工学院建筑系蔡佳蓉和香港大学梁善彤的作品分获建筑
设计组与城乡规划组首奖。同济大学、香港大学、台北
科技大学夺得建筑组优等奖，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的作品获得城乡规划组优等奖。

作为两岸建筑与规划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交流活动，
今年的建筑与规划新人奖共有32所高校参与，其中15所
为大陆高校。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约150名学子展开对
话与交流，比拼创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带来了4个参赛作品，带
队老师李立敏认为，两岸学子的作品各有千秋。“台湾学
生想象力丰富，作品天马行空。大陆学生作品更加偏向
传统规划制作，往往会落实到施工图阶段。”

本次新人奖由两岸城乡统筹规划暨产业联合会、桦
晟集团等机构主办，邀请两岸高校建筑规划系所教授和
专家学者担任评委。

港
青
赴
内
地
交
流

从
浮
光
掠
影
到
融
合
发
展

楠

娅

两岸建筑与规划新人奖在台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