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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盛开·人物专访

品城

作为广东省省会、千年商都、
广府文化发源地、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枢纽城市，广州的城市面貌多姿
多彩，主办方因而特地将媒体团分
成三组，三线并进以覆盖 31 个参
访点。

走进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媒体团宛如穿行于岭南文化长
廊。用整棵樟木雕成的八层龙虾蟹
篓，是潮州木雕的代表作；巧夺天
工的镂雕牙球，雕刻层数最多可达
57 层，每一层都可单独旋转；名
为“高峡出平湖”的端砚，湖面礁
石上形似眼睛的天然斑纹诠释着何
谓“端石有眼者最贵”……

在广州市文化新馆，媒体团成
员亲身体验了广州榄雕、广绣及醒
狮三个非遗项目。其中，榄雕是在
乌榄核上雕刻的精巧手艺，已有
300 多年历史。在非遗传承人手把
手教学下，媒体团成员在长约 3 厘
米的乌榄核上雕刻广州塔，使用电
子刻刀这一现代工具，体验了“挫
胚、雕刻、开脸”的传统工艺。

流连于复古与现代交融的“打
卡圣地”永庆坊，媒体团成员惊叹
于广州休闲生活的高品质，与这里
的手绘墙、特色文艺店铺、岁月邮
局、活版印刷体验、网红咖啡馆频

频合照，连连夸奖粤式奶茶、小吃
名不虚传。

乘坐游船夜游珠江时，媒体团
领略了广州不夜城的风采。台湾电
报社社长江文宾时隔 30 年再次来
到广州，他惊喜于广州的大变化、
大发展。“广州变化太大了！”他指
着琶洲桥说：“这座桥真的很像连
接着两岸的一座桥，灯光绚烂的一
边是广州，灯火阑珊的一边是台湾
的淡水码头。”

溯源

在中国历史的许多时期，广州
都曾是时代的弄潮儿。秦汉时期就
有广州古港，唐宋时期有“广州通
海夷道”，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
一家火柴厂、电灯公司等亦在此诞
生。本次活动中，媒体团成员参观
了辛亥革命纪念馆和黄埔军校旧址
纪念馆，体会广州在中国近代史上
沉甸甸的分量。

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入口前有一
条“共和大道”，道路上陈列着邹
容、陆皓东、蒋翊武、秋瑾、章炳
麟、蔡元培等革命先驱者的铸铜雕
像，最前面是孙中山先生的雕像。
沿路前行，历史的画卷在媒体团成
员眼前缓缓展开。

“ 林 觉 民 的 故 事 让 我 十 分 感
动，他为革命牺牲时才 24 岁，还

非常年轻。”台青杨舒评现场给媒
体团讲解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的
故事。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招募志
愿者前来帮忙做导览，在广州创业
的杨舒评便成为其中一员。“参加
志愿讲解活动可以让我了解辛亥革
命的历史和意义并有机会进行弘
扬，同时还可以促进两岸文化交
流。”她说。

“当我走进黄埔军校的时候，
看到两个字叫‘军魂’。”在黄埔军
校旧址纪念馆，台青徐铭鸿说 ，

“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创办这样的
军校，就是想让中国人站起来。目
前两岸这样的形势下，台湾年轻人
未来的发展道路受阻，也不利于两
岸融合发展。希望两岸能够真正携
手，让中华民族更加强大。”

融合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中国
式 现 代 化 的 魅 力 窗 口 ， 广 州 有
2600 多家台企，穗台经贸热力十
足。活动中，媒体团一行走进多家
台企，听取台胞台商的创业故事，
感受穗台融合发展的喜人成果。

在台企石头记珠宝有限公司打
造的 4A 级景区“石头记矿物园”
里，媒体团成员在巨大的“地下岩
洞”中观赏了各类矿物、宝石、陨
石、化石，上了一堂饶有兴味的科

普课。石头记总经理苏一舫说，公
司 1970 年创办于台湾基隆，起步
只是一间家庭小作坊；1990 年投
资大陆，在广州有了工业厂房；到
2012 年，在大陆 30 多个省市已拥
有 1200 多家门店。

“我们这里是广东省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暑假请台湾年轻人来参
观实习，目的就是让他们多学习、
多了解、多融入大陆 。”苏一舫
说，广东营商环境相当好，尤其是
政府观念“前卫”，愿意支持新想
法，当地有许多创业孵化基地，可
以给台青提供创业空间，“希望台
湾年轻人有空多来看看”。

走进台企广州凡而芳香日用品
有限公司，媒体团成员感受到了

“万物互联”的奇妙。“我们的每款
产品都内置蓝牙芯片，使用场景中
均覆盖 Wi-Fi，几人管理商业建筑
和基建场所内的数千个卫生间不是
问题。”公司执行长张旭辉说，公
司将卫生间内的手纸机、香薰机、
各式出液机等全套设施都接入互联
网，后台人员能直接监控故障和耗
材情况，大幅节省人力物力。

“2003 年我们搬到广州，这里
的营商环境和销量都比台湾好很
多。”张旭辉说，广州市白云区是
一个化工大本营，拥有大量化工原
料，因此该公司落户白云是“电
子+化工”的产业结构的最优解。

两岸暨港澳媒体人感受羊城魅力
本报记者  王  平

“大陆很大，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故事。我要用我亲身的经历、真实的镜头向岛内民众传播大陆真实的
样子。”近日，参加“2024年两岸暨港澳媒体广州行活动”的台湾自媒体人张绍群受访时表示。

本次交流活动以“Citywalk羊城漫步”为主题，来自两岸暨港澳的25家媒体、37名记者和台湾自媒体
人、嘉宾等近百名参与者在3天时间里漫步广州大街小巷，走进博物馆、历史古迹、潮流商圈和企业园区，
品味广府文化、追溯历史源流、感受发展脉动。

“澳门回归祖国 25 年来，南光大力
发展能源、电力、公共交通、生鲜冻品
供应、会展文创、特色金融等业务，在
保障和改善澳门民生、促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光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建国对
记者说。

“南光秉持产业报国初心，倾力参
与澳门经济社会建设，全力为澳门居民
提供服务，赢得了澳门社会的真诚信
赖。”傅建国说，75 年前，南光从澳门
阁楼内的小商行起步，逐渐成长为企业
集团。它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澳门的央
企，也是澳门最早的中资机构。

南光服务澳门千家万户民生需要，
关系到澳门民众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是
保障和丰富澳门民生供给的重要承担
者。傅建国介绍，上世纪 60 年代起，南
光积极参与国家保供港澳物资的“三趟
快车”转运工作，保障澳门社会食品供
应，维护了澳门社会稳定。南光供应的大
米，一度占澳门市场的 90% 以上。从“要
吃粮，找南光”，到团结澳门各界共同参
与“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及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南光始终承担着对
澳门民生福祉的责任和使命。

南光集团深耕澳门基础民生领域，
拥有公用事业和基础民生服务、文化旅

游及相关技术服务、城乡建设运营、商
贸物流服务等四大主业板块。傅建国介
绍，为了提升民生业务服务水平，南光
集团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以
数字南光助力澳门智慧城市建设。通过
实施“南光通”智慧民生服务平台等项
目，把生活场景嵌入到手机 APP 中，为
市民提供多种便捷服务。

作为澳门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单位，
南光集团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着示范引领
作用。

傅建国说，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互
联互通方面，南光集团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支持特区政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2017 年以来，先后承接特区政府港珠澳
大桥澳门口岸管理区、澳门大学连接横
琴口岸通道桥、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
澳 门 轻 轨 东 线 北 段 等 多 个 工 程 建 设
项目。

2018 年，南光集团承建的港珠澳大
桥澳门口岸管理区整体竣工移交，成为
连 接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各 城 市 的“ 黄 金 纽
带”，随着“澳车北上”等政策先后实施，
极大地便利了澳门居民在内地学习、工
作和生活，有效助力澳门加速融入大湾
区“一小时生活圈”。今年 9 月，南光集团
承建的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顺利完
工，首次实现了澳门轨道交通与国家铁

路网络的互联互通。
“近年来，南光带头参与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在横琴正式注册成立
中国南光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建成
横琴南光大厦并投入使用。同时积极布
局横琴发展，集团部分业务单元陆续搬
迁至横琴，并在横琴设立多家子企业，
促进琴澳业务融合发展。”傅建国说。

傅建国介绍，南光横琴综合物流中
心作为深合区成立后，首个落地的产业
供地项目和国有资本金支持项目，于去
年 8 月动工以来建设进展迅速，预计明
年底正式投入运营，将成为琴澳两地规
模和处理能力最大的物流设施、内地与
琴澳互联互通的关键物流节点、琴澳民
生供应的重要保障基地。

展望未来，傅建国表示，南光集团
将不断扎实推进“根植澳门、融入内地、
拓展海外”战略布局，坚持把推动南光集
团高质量发展与促进澳门经济繁荣稳
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有机结合，不断优
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在服务澳门“一国
两制”伟大事业中更好地贡献力量。

服务澳门民生 融入国家发展
——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建国

本报记者  张  盼  富子梅

一声鼓响，全场观众的注意力都被吸
引到台上来。幕布缓缓拉起，一名舞者在
舞台中央翩然起舞，舞台右侧两架机械臂
不断挥动，与舞者组成一幅幅动态画面。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歌声和鼓声
中，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技互动起来。

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献礼演出 《澳门
2049》 近日在澳门美高梅剧院开演。该演
出由张艺谋导演担纲，选取了 8 种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应配合 8 种现代科技，
来自海内外的多支科技、视觉队伍参与其

中，打造了一场视听盛宴。
张艺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以

线性时间视角看文明进程，一端是五千年古
老文明，另一端是科技加速的未来，“《澳门
2049》将时空的两端聚于此刻，将东方与西
方汇于此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表演中选取的 8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
别是西北花儿、蒙古呼麦、苗族古歌、京
剧、北方秧歌、彝族彝声、中华舞狮、陕
北说书，来自内地不同省份，涵盖汉族、
回族、蒙古族、苗族等不同民族。置身演
出现场，可以领略中国非遗的魅力，感受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同时，演出为每个非遗表演对应设计了
一种现代科技展示。除了机械臂之外，在苗
族歌舞的表演中，由 108 块动力镜面与 72 个
激光灯组成的灯光系统，会根据现场环境实

时调整，与情真意切的苗歌、欢快律动的苗
舞相互配合，感染力十足。与北方秧歌相配
对的则是机器人，每个机器人拿着红巾，整
齐划一地跳着舞，与秧歌在舞台上相得益
彰。中华舞狮表演时，大屏幕会进行动态捕
捉，并与台上的舞狮不断互动，表演的尾声，
一个由数控矩阵控制的狮子雕塑从舞台上
缓缓升起，耀眼夺目。

艺术与科技的对话交流，正是张艺谋
想在演出中着重表达的。他表示，这场表
演就是把不同的内容混搭起来，但不是简
单混搭，而是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思考。

美高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执
行董事何超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澳
门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正着力建设

“演艺之都”，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
2049》 为传统非遗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创
新与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让观众在领略
中华文化魅力的同时感受到现代科技的无
限可能。

（本报澳门 12 月 16 日电   记者张一
琪、柴逸扉，人民网记者唐佳参与采写）

莲花盛开·真情廿五

《澳门2049》成功首演

打 造 一 场 视 听 盛 宴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首届海峡两
岸 （厦门） 音乐交流季近日在厦门市集美区启
幕。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音乐人聚首
厦门，探讨华语音乐的传承与创新。

本届音乐交流季活动以“诗歌年代”为主
题，项目发起人为台湾音乐家杨慕，涵盖两岸
诗歌主题创作展、开幕音乐会、采风创作等
内容。

“诗歌是文学，是音乐，是文化。‘诗歌年
代’，是我们对华语音乐浪漫美好的愿望。”杨
慕说，期待通过音乐交流，唤醒两岸共同文化
记忆，进一步增进两岸音乐界的相互了解与
友谊。

当天，一场名为“诗歌年代”的文学音乐
会为海峡两岸 （厦门） 音乐交流季拉开序幕。
由来自台湾的知名媒体人李珮如担任引言人，

音乐会从台湾 20 世纪 70 年代校园民谣时期的
经典作品徐徐展开，分为古体诗篇章、现代诗
篇章、闽南语文学音乐和诗意流行音乐篇章，
海峡两岸优秀的声乐家、演奏家、青年乐队、
合唱团纷纷登台亮相。

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 （厦门） 音乐交流
季将以“诗歌年代”作为文化 IP，长期进行音
乐创作和表演者征选，为两岸青年音乐人、独
立创作者提供展演的舞台，举办工作坊、大师
创作营，开展两岸高校巡演，助力优质音乐作
品在厦门制作发行，带动两岸优秀音乐人才进
驻厦门。

海峡两岸 （厦门） 音乐交流季由厦门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厦门市集美区委宣传部
与台湾声乐家协会联合主办，厦门微风乐集艺
术团承办，将持续至 12月 20日。

海峡两岸（厦门）音乐交流季启幕

近日，香港中环大馆内推出12米高的巨型圣诞树装饰，为冬日增添
色彩。图为大馆内的巨型圣诞树装饰。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曹霁阳）
近日，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
办的香港中医药文化节揭幕。未来 3
个月，香港将举办 200 多场中医药文
化推广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署理局
长李夏茵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瑰
宝。香港中医药在过去 20 多年稳步
发展，运用传统纯中医药的理论及方
法防治疾病更是香港中医药的特色
优势。

她介绍，为大力推动中医药全方
位发展，配合明年年底香港中医医院
投入服务和 《中医药发展蓝图》 公布
等中医药发展的里程碑，特别举办香
港中医药文化节，在 3 个月内以不同
形式的多元活动，让巿民通过亲身体
验，加深对中医药传统智慧和理念的
兴趣和认识，从而促进中医药传承和
发展。

这次文化节获得逾 80 个中医药
业界和社区团体支持，将在全港各区

举行多场丰富多元的活动，包括义
诊、免费健康咨询、专题讲座以及交
流论坛和研讨会，供市民和各界人士
参加。多个社区团体也会举办与中医
药有关的工作坊和体验活动，例如由
专业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到郊外寻找中
草药植物。为促进中医药的文化传
承，文化节会举办专为学生而设的活
动，例如中药鉴定工作坊和中药种植
活动，培养青年一代对传统医药的
兴趣。

本次文化节的启动活动在香港中
环街市举行，现场设有多个展览及互
动摊位，包括中医体质辨识、模拟中医
馆和中医药工具及造型拍照区、冬季
养生资讯展览，以及香港中医医院模
型展览和游戏等，让市民以富有趣味
性的方式体验中医药文化特色。活动
也安排了多场中医药专题讲座，主题
涵盖中医药国际化、中医药在基层医
疗的角色、中医与精神健康、趣味中医
药科普和中医无国界义诊经验等。

香港举办首届中医药文化节

近日，随着顺德大桥主桥最后一节标准梁段成功吊装，顺德大桥主跨标准
节段全部完成。大桥总长2455.14米，主桥部分采用连续半漂浮高低双塔混合梁
斜拉桥技术，全长992.5米。

大桥预计在2025年元旦前完成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助力广东顺德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图为顺德大桥项
目建设现场。 吕华当摄 （人民视觉）  

广东顺德大桥即将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