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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PandaGO!香港游”大型
展览亮相香港维多利亚港北岸星光
大道，2500 只形态各异的大熊猫玩
偶遍布各处，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
拍照打卡。

图为市民和游客参观展览。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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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 3000 万元、占地 2.3 万余平方
米、覆盖大歹及周边 3 个村的 637 名学
生……如今，大歹小学不仅是贵州省
从江县教学设施设备最齐全的村级小
学，也见证着澳门多年来“携手同心”
帮扶从江的深厚情谊。

2018 年 5 月，在国务院当时下辖的
扶贫办、澳门中联办和中国贸促会的
支持和引荐下，一直希望参与祖国脱
贫攻坚事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与从江
县 正 式 签 署 帮 扶 协 议 ， 开 启 了 两 地

“跨越山海”协同发展的新征程。
作为澳门在从江援建的重要帮扶

项目，大歹小学的建成投用，逐渐改
变着苗寨里不少孩子的命运。谈到未
来，今年 13 岁的六年级学生潘详党很
希望像自己姐姐一样，有机会到省会
贵阳上初中。

“两个姐姐从这里毕业后，在大家
帮助下到大城市上学了，今后一定会
有更好的发展。”平时比较腼腆的苗族
男孩，此时眼神里透出对“读书改变
命运”的强烈愿望。

澳门帮扶从江的这些年，各级各
部门也积极响应，在学校乃至整个苗
寨汇聚了不少爱心。

“我们与澳门中华总商会附设青洲
中学缔结为姊妹学校，他们每年都会
选派师生到学校来开展公益活动，和
苗寨孩子们一起互动交流，到苗寨里
慰问村民。”王中权说。

多年与澳门师生互动，是苗族女
孩潘户克最美好的校园记忆。“澳门的
老师和同学很愿意和我们交朋友，不

仅给大家带来小礼物，还让我们感受
到更精彩的山外世界。”这位苗族女
孩说。

山海携手，扶贫与扶智并举。这
些年，无论是姊妹学校互访，还是澳
门政务团队考察、社会团体慰问，总
会给孩子们不少触动。“澳门与从江频
繁互动，客观上提升了大歹小学师生
的发展意识，拓宽成长视野，让师生
们 更 愿 意 主 动 融 入 和 改 变 。” 王 中
权说。

不只是教育，小病不出村，也是
从江县不少村民这些年最有获得感的
事情。在贯洞镇干团村，2019 年由澳
门捐建的村卫生室持续“守护”村民
健康。

“这是我工作近 30 年来，使用的条
件最好的村卫生室。这里功能区完善，
诊疗设备、药品器具等不断丰富，极
大方便了老百姓看病。”干团村村医陆
永常说。

从 脱 贫 攻 坚 到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
澳 门 在 从 江 县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帮 扶 措
施 。 援 建 13 所 小 学 和 幼 儿 园 、 捐 资
1200 多 万 元 帮 助 修 建 24 所 村 卫 生
室 、 帮 助 685 户 村 民 改 善 透 风 漏 雨
的人居环境……

自结对帮扶以来，澳门在脱贫攻
坚阶段累计向从江县投入帮扶资金 1.16
亿元人民币，用于从江县教育、医疗、
产业等诸多方面建设发展。

时至今日，澳门帮扶从江始终不
脱钩、不断线。曾在从江县“澳门帮
扶工作专班”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表

示，澳门对口帮扶从江以来，始终聚
焦从江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点”，制
订了详细、精准的帮扶计划，秉持着

“从江所需，澳门所能”的帮扶理念，
助力从江脱贫发展。

这些年，在澳门等诸多力量帮扶
下，从江县积极发挥主动性，不仅彻
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贫困标签，而且
有序推进乡村全 面 振兴，努力在苗乡

侗寨描绘出一幅百姓富、生态美的发
展新画卷。

在从江县干部、群众看来，从江
县的巨大发展不仅展现澳门回归祖国
以来，积极参与祖国脱贫攻坚、乡村
全 面 振兴事业的作为，也见证着澳门
不断融入国家发展，促进区域协同进
步的使命。

（据新华社贵阳电）  

携 手 同 心 向 未 来
——澳门帮扶贵州从江协同发展侧记

骆  飞

本报温州电 （卢芊好、伍志翔）“盈盈一
水间，两岸一脉情”。瓯海传戏活动近日在浙
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景山街道儿童戏曲公园开
展，来自浙台两地的嘉宾以戏会友，共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动中，台湾基层交流团的嘉宾们来到
瓯海儿童戏曲公园参观，园内充满戏曲元素
的沉浸式布景营造出浓厚的戏曲文化氛围，
让大家时时刻刻都想着“唱一曲”“来一段”。
戏曲妆造体验、戏曲身段体验课堂、戏曲脸
谱绘制、手工扇子 DIY……公园里丰富多样
的活动，让台胞们过足了一把戏瘾。

“我感觉好像穿越到了古代。这样的打扮
让我有一种马上要登台演出的冲动！”穿上戏
服、扮上花旦的台胞林星慧是第一次这样深
度体验传统戏曲文化，她认为这种形式的文
化交流新颖又富有意义。

近年来，瓯海区景山街道聚力搭建瓯海
传戏平台，全年常态化开展儿童戏曲传承活
动，成功打造出集“赏、玩、学”于一体的
儿童戏曲公园。公园内设有一处婉韵文化驿
站，定期开展越剧表演、戏曲课堂等活动，
落实戏曲进校园、进社区等举措，为少年儿
童搭建了一座戏曲之梦的桥梁。

在景山婉韵文化驿站负责人、越剧演员
潘婉婉的带领下，浙台两地的嘉宾们学唱了
越剧 《何文秀》 片段 《桑园访妻》。台胞们表
示回去后要向家人朋友展示这段唱腔，让大
家一同感受中华戏曲文化的魅力。

台湾基层交流团团长庄进宋点赞瓯海传
统戏曲教育与传承的浓厚氛围：“来到这个公
园，参与这些活动，充分感受到温州对于传
统戏曲文化教学和传承的重视。希望以此为
契机，今后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化领域交流与
合作。”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传承戏曲有你有我。
瓯海传戏活动能有机会邀台湾同胞一起交流，
我觉得非常开心。”潘婉婉说，本次活动不仅
为戏曲文化传承提供了交流分享的平台，更在
无形中搭建起一座两岸同胞沟通交往的桥梁，
拉近了两岸同胞的距离。

▼ 浙台两地嘉宾学唱越剧。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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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地处中国西南月亮山腹地的贵州省从江县大歹
苗寨掩映在密林之中。坐落在半山腰上的大歹小学，书声琅琅，
为冬日苗寨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课间时分，整个校园充满了欢声笑语。足球场上，随处可
见孩子们奔跑嬉戏的身影。见到老师走过，孩子们便驻足问好。
看着一张张自信而阳光的笑脸，校长王中权很欣慰。

6年多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口帮扶从江县各领域发展。谈
到教育帮扶领域，王中权的言语里充满感动：“修建了新的学
校，给孩子们带来肉眼可见的变化，不仅解决了他们曾经长途跋
涉上学远的问题，而且在他们心中播种下梦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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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文旅短剧 《风吹茶花香两
岸》 日前在昆明首映。全剧共 6 集，
讲述台湾青年旅游博主吕行到云南
找寻女友苏夏，却意外邂逅哈尼族
少女苏尚，一起寻找苏夏，最后全
家人到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
治县共同见证“太阳转身 （指墨江
的一种自然奇观） ”的故事。

这是继 《云台谣》 MV 和 《寻
梦香格里拉》 微短剧之后，云南推
出的又一短剧新作。剧中角色吕行
由台青陈昱嘉饰演，双胞胎姐妹苏
夏和苏尚由台青范竹瑄饰演。微短
剧由云南省委台办指导，中国台湾
网、云南冰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
合拍摄制作，此前在云南省普洱市
思茅区、墨江县等地拍摄完成。

微短剧以两岸共通的茶文化为
媒，通过发生在两岸青年间的美好
友情和浪漫爱情故事，讲述云台两
地的历史渊源和血脉相连、相亲相
融的同胞故事。同时，该微短剧还
融入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民俗元
素，展现了当地脱贫攻坚与乡村
全 面 振兴的成果，让两岸同胞共
同感受墨江双胞胎节文化旅游以
及墨江紫色宴、凤凰窝普洱茶等
民族美食和特色产业的独特魅力
和文化底蕴。

云南省委台办副主任张灿在首
映式上表示，短剧题材新颖、形式
活泼、主题鲜明、演绎生动，以微
短剧的形式深刻传达两岸青年对于
爱情、友情、亲情的共同追求，反
映了两岸一家亲、两岸同胞血脉相
连、骨肉相亲，两岸同胞要交流、
要合作的时代主题。微短剧以影视
融 入 “ 文 旅 + ”“ 文 娱 + ”“ 互 联
网+”“青年交流+”的新方式，展
示云南优美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
族风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新成
就、新面貌，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国

式现代化的了解和参与，深化云台
融合新发展。

普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
台办主任罗海英表示，微短剧结尾
3 位主人公在北回归线标志塔前的
合影，象征着两岸青年的友谊与合
作。影片以生动的剧情说明，文化
纽带可以促进两岸青年间的情感交
流、增进理解与合作。

中国台湾网短剧制片人、项目
负责人叶春禄表示，该微短剧从摄
制人员到台湾演员再到群众演员，
都是经过多次“海选”精挑，整个
拍摄、制作都是按照电影、电视剧
模式进行，所选音乐也体现了云南
普洱墨江哈尼族风情，可以说是一
部极具云南特色、表现云台两地同
胞情感的好剧。

云南冰湖文化传媒董事、短剧
导演唐勇说，《风吹茶花香两岸》
以亲情、友情和爱情为纽带，讲述

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的故事。在这部
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物之间
细腻的情感交织，更能感受到浓厚
的地域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
脉动。

近年来，云南省先后打造了云
台会、“七彩云南·相约台湾”文
化交流、“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
南行等对台工作三大品牌活动，先
后设立了 4 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3
个海峡两岸少数民族交流与合作基
地、8 个云南省对台交流基地、4 个
云台青年创业就业基地，举办了两
岸青年职业技术和民间文化研习
营、茶马古道摄影纪行体验营、云
台大学生双创赛、“情牵两岸·滇
台同行”台湾网络新媒体大理丽江
行采访等一系列青年交流交往活
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
互动式、沉浸式体验交流为主，吸
引了大量台湾青年参与。

讲述云台融合故事

微短剧《风吹茶花香两岸》昆明首映
本报记者  王  平

▲ 微短剧《风吹茶花香两岸》拍摄现场。 云南省台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