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要 闻2022年9月17日 星期六
责编：柴逸扉 邮箱：gtbhwb@people.cn

“她的作品是两岸文学交流的纽带”
——两岸书迷共忆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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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喜迎商机 市民开心“扫货”

香港工展会购物节“人气爆棚”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海鲜、休闲零食、南北干货、家用
电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被摆放在
展摊的显眼位置。市民们或拖着购物
车，或挎着大小购物袋，兴致勃勃地挑
选着各种产品。场内店员的叫卖声此起
彼伏。这是近期举办的香港“2022 工
展会购物节”上的场景。

本次购物节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
会 （厂商会） 主办，设有“休闲食品
区”“健康养生区”“生活家品区”“服
饰美容区”“Go Mall 主题馆”和“智能
电子产品区”6大展区，分布着超过 350
个摊位，为香港市民提供各式各样的优
质产品和折扣优惠。

气氛热烈

尽管购物节现场早上 10 时才开
放，但每天早上 8 时许便有市民在现
场排队等候入场。即便到了闭幕前的
几个小时，仍有不少人推着手推车到
现场，把握最后的“扫货”机会。许
多顾客表示，自己没有设定购物预
算，看到喜欢的商品就会购买。

“我连续去了两天购物节，每次
购物都会花两三千港元。”受访的香
港市民陈太太告诉记者，自己和朋友
都是工展会的常客，因为这里商品
多，物美价廉，适合大量采购。“我
这次买的产品主要有海鲜、服饰、洗
漱用品等，都是家里吃穿用所需要的
东西。”

冯先生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一起
到现场购物。他说，这次的购物节适
逢中秋假期，所以全家有机会一起出
动“扫货”，让购物成为一场“亲子

游”。“孩子们喜欢买零食，我和太太
买日用品和家电为主，大家各取所
需，方便又省心。”

形式多样

市民“扫货”带劲，厂家促销
起 劲 。 为 了 抓 住 商 机 ， 各 个 摊 位

“频频出招”，吸引顾客前来下单。
例 如 卖 肉 类 产 品 的 展 摊 推 出 牛 排

“买五赠一”活动，卖调味汁的展摊
推出买 XO 酱送鲍鱼汁的优惠，还
有的给每天到场的前 50 位顾客安排
了低价折扣。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购物节现
场禁止试吃食品。这也让部分食品厂
家别出心裁揽客。在一间腊肠摊位，
经理伍先生表示，该摊位参展期间特
意用电饭煲煲着腊肠，在热力作用
下，腊肠的香味肆意飘散，吸引着不
少客户前来购买。“很多客人说，虽然
不能试吃，但冲着这香味也要买回去
尝尝。”

与此同时，主办方也通过网上游
戏赢免费门票、入场填奖券抽奖、到活
动官网下载电子优惠券、安排免费穿梭
巴士等形式，吸引市民到场购物。购物
节现场的青年艺术体操、中东肚皮舞、
手铃及木箱鼓敲击乐表演、怀旧金曲献
唱等活动，也让市民们在购物的同时驻
足欣赏。

另外，会场设置了两大特色主题
区，分别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展
区”和“厂商会 88周年怀旧区”，展示有
关历史照片和工艺品，吸引不少市民拍
照留念。

助力消费

一连 4 日的活动，总入场人次近 6
万，总销售额约 6000 万港元，这样的
成绩让厂商会会长史立德表示“相当
满意”。

“购物节去年首度举办便广受欢
迎，而本届购物节摊位数量比去年
增加了三成，可见参展商对购物节
的促销作用充满信心。”史立德说，
工 展 会 购 物 节 是 厂 家 接 触 新 客 源 、

让产品走向市场的优质平台。今年
入 场 人 次 和 销 售 总 额 的 数 据 表 明 ，
香港经济正恢复动力，消费市场处
于稳步复苏的状态。希望本次购物
节 让 香 港 的 中 小 企 业 获 得 更 多 订
单，实现更多盈利。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
局局长丘应桦表示，近期特区政府
向 符 合 资 格 的 市 民 派 发 了 消 费 券 ，
预估为当地市场注入了超百亿元的
消费动力。希望这波刺激效应对购
物节的消费起到一定作用。

图为“2022工展会购物节”现场。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本报北京电 据中新网报道，在
日前结束的 2022 年服贸会上，一场以

“讲好中国故事：文化贸易新模式”为
主题的研讨会在“香港馆”举办。嘉
宾们以故宫文创为例，对香港如何更
好地参与到内地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
深入交流。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文化 IP 之一，
故宫及其文创产品一直深受人们追
捧。在谈及故宫文创的前景时，北京
故宫博物院文创事业部主任吴迪介绍
说，未来故宫文创将从“产品平台”
升级为“产业资源生态系统建设”。香
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未来也将不仅是一
个展示交流平台，而是可以和北京故
宫通力合作，共同引领文创产业发
展，进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
世界各地。

“故宫、香港，都承担着向世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的重要使命。”大公报社长助理、大公
网执行总裁兼总编辑王文韬表示，作
为中国最顶级的文化殿堂，故宫在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而香港作为内地连通世界的
桥梁纽带，也必然能肩负起文化使者
的角色。未来期待香港各行各业的人
才都参与到文创产业交流合作中来。

研讨会上，有嘉宾透露，故宫文
创与大公网将启动深入合作项目，在
故宫内筹建“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届
时有关方面将以该空间为平台载体，
开展以故宫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基
础、以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和原创品牌
为代表、面向香港青少年以及相关专
业人才的各类常态化活动。

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内地总代表钟永喜表示，
期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可以搭建一个平台，让设计
师、艺术家和年轻人与专家对话，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彩内涵，发挥香港创新创意优势，开发出更
多市场喜爱、带有文化灵魂的商品和服务。

研讨会现场，吴迪还以古画、瓷器、故宫日
历等故宫文创代表性产品为例，讲述了故宫在

“活化文物”方面所进行的有益尝试。他认为，这
些尝试显示了故宫文创在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方面强大的市场影响力。王文韬在现场也表示，
文创产品最大的设计者、参与者和消费者，其实
都是年轻人，希望各类文创产品能够更有“青春
感”，号召更多年轻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能够参
与到文创事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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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情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
乡在远方。”由三毛作词的《橄榄
树》在两岸传唱不绝，道出游子心
底乡愁的召唤。三毛曾说：“心若
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
浪。”中华故土与传统文化，正是
三毛心灵的寄托。

据台湾友人回忆，三毛读书
很杂，但最爱的还是中国古典文
学。三毛曾说，中国人一定要看

《红楼梦》和《水浒传》。不管到
哪里住，这两本书她都一直带
着，反复地看。

“三毛虽然特立独行，但身为
中国人，从小受到传统教育的影
响，她对父母很孝顺，对我们兄弟
姐妹也非常疼爱……”“她很认真
地读古书，她的文学造诣，也是因
阅读无数而累积起来的……”身
在台湾的三毛姐姐陈田心、弟弟
陈杰和侄女陈天慈，以视频连线
的方式，讲述起三毛生前的故
事，并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

联结两岸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台湾旺
旺中时媒体集团《中国时报》社
长王绰中恰好在北京驻点采访，
亲身感受了从台湾席卷到大陆的

“三毛热”，由此体会到两岸间紧

密的文化纽带和血脉相连。
大陆资深媒体人邓小群是三

毛的书迷，她认为，三毛作品中
传递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代
表了许多读者心中的诗与远方。
三毛的文学作品和人文精神，至
今依然对两岸书迷有很大感召力。

“三毛的作品，将永远是两
岸文学交流的纽带。”台湾世新大
学教授张雪媃著有《三毛的快乐
天堂》一书，她认为正如三毛所
言，“人与人的沟通是最快乐的
事”，两岸对三毛文学作品和精神
世界的认知解读，也能让喜爱三
毛的人从中感受到由衷的快乐。

来自北京的书迷何冰，自
1999年起，便一路追寻三毛的文
学踪迹。从撒哈拉沙漠到西班牙
大加纳利岛，从台北三毛的小木
屋到浙江定海“三毛祖居”，处处
留下了她的足迹。在摩纳哥寻访
三毛旧居时，她还与三毛老房东
一家结下深厚情谊。何冰说，自己
不仅是沿着三毛的足迹在旅行，
更是继续替三毛在世界各地传递
中国人的温情。

精神家园

台湾青年宋国全特意从工作
地杭州赶来参加活动。他说，如
今两岸的生活经历，让他在阅读
三毛作品、了解三毛过往时，对

三毛的故乡情怀和人文精神有了
更深的体会。

“我和三毛一样，对故乡有着
难以割舍的情怀。”叶俊维来自台
湾新北，父亲是舟山籍老兵。受三
毛故乡情感召，在台湾当了20多
年饭店主厨的叶俊维，来到三毛
文化村创办了一家台湾菜餐厅。
店里的招牌菜是粉丝煮鸡汤，“这
道菜是三毛为丈夫荷西在撒哈拉
沙漠做的第一道中餐，我想把它
献给更多人。”

“要把小沙打造成两岸三毛
书迷共同的精神家园，传播三毛
文化，延续三毛的故乡情，台湾
人当然不能缺席。”叶俊维说，
希望有更多台青来到小沙，围绕
三毛文化发展文创事业，让两岸
书迷能在小沙更好地了解三毛。

近年来，为纪念三毛，促进
两岸心灵契合，定海设立“三毛
散文奖”、成立三毛研究会、建
设“三毛文化村”。其中“三毛
散文奖”面向全球华语作家征集
作品并进行评选，两年举办一
届，如今已举办三届，被列为浙
江省三大文学奖之一和大陆重要
文学奖项，累计吸引了 2000 余
位海内外华语散文作家参与，共
评出获奖作品 70 件。获奖作家
中既有贾平凹、韩少功等名家，
也有年轻的文坛新秀。

左图：三
毛书迷在摄
影展上参观。

姚 峰摄

1989 年，台湾知名女作家
三毛返乡寻根。在浙江省舟山市
定海小沙的祖屋，她祭祖访友，
将一杯故乡水饮尽，离别时哭倒
在船上，感叹“此生无憾”。此
后，她多了个与故乡相连的笔名

“小沙女”。
“小沙女，两岸情”三毛故

乡情云上研讨分享会、“万水千
山故乡情”摄影展近日在舟山定
海小沙三毛故里举办。三毛家
人、生前好友、两岸书迷和媒体
人汇聚一堂，共同重温三毛文学
世界中的人文精神和两岸情怀。
他们纷纷表示，三毛的文学作品
数十年来风靡两岸，成为紧紧连
结两岸的文化纽带。“我们不会
忘却三毛，因为我们永远都希望
留住两岸的乡愁和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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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
成员国指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进一步加强教育领域

合作，扩大校际交流，举办校长论坛、科学会议和研讨
会，以及开展上合组织大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数
字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为扩大数字素养领域合
作，成员国通过了 《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部门数字素养发
展合作纲要》。

成员国指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进一步开展科技合作
十分重要，表示愿开展联合科研、科学家和科学组织间经
验交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共同应对社会挑战的解决
方案。鉴此，各方强调，应切实落实 2021年 9月 17日在杜
尚别通过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加强科技创
新领域合作的声明》。

成员国支持在落实 2018年 6月 10日通过的 《上合组织
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语》 及其实施纲要、2021年通过
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部门合作协议》 等文件基础上，
加强青年领域合作，积极评价 2022年 6月 10日在塔什干举
行的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会议成果。各方指出，举办大学
生和中小学生“模拟上合组织”智力竞赛、创业论坛、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科学家志愿者运动以及在上合组织
青年委员会框架内落实“上合组织青年创业国际孵化器”
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成员国指出，积极支持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
领域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欢迎2022年8月19日在塔什干举行
的上合组织妇女论坛和首届上合组织成员国女企业家会议。

成员国认为，为进一步增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和友
谊，应落实 2007年 8月 16日在比什凯克通过的 《上合组织
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加强文学经典著作互译、电
影摄制、音乐、戏剧、造型艺术、博物馆事务、展览及其
他形式艺术创作方面合作。各方注意到 2022年 5月 19日在
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成果，以及

《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部门间博物馆领域合作备忘录》的签
署和成立上合组织成员国博物馆联盟的倡议。

成员国强调，进一步发展旅游领域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注意到 2022年 5月 19日在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
国旅游部门负责人会议成果，2022年5月19日至20日在塔什
干举行的“上合组织八大奇迹”展和上合组织旅游论坛，以及
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旅游合作发展协定》。

为进一步挖掘上合组织成员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
旅游潜力，决定宣布印度共和国瓦拉纳西市为2022至2023
年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

成员国强调，2021上合组织文化年的举行向国际社会
展现了上合组织是尊重民族传统和促进文化互鉴的典范。

为支持上合组织旅游业、提升地区和城市的旅游吸引
力，成员国商定2023年为“上合组织旅游年”。

成员国高度评价成员国民间外交机构和文化中心为在
本组织地区建立互信、增进相互理解、扩大人文交往作出
的贡献，注意到 2022年 5月 11日在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
民间友好论坛成果，以及中国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
会、上合组织比什凯克文化一体化中心、上合组织杜尚别
友好合作中心和塔什干上合组织民间外交中心开展的相关
工作。

成员国认为，落实 2019年 6月 14日在比什凯克通过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媒体合作协定》，加强包括官方新
闻机构在内的新闻媒体和数字领域联系十分必要。

成员国指出，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内广泛宣传本组织目
标、宗旨、原则和主要活动方向十分重要，批准了 《“上
合组织亲善大使”荣誉称号条例》。

成员国认为，体育是实现和平、社会包容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工具，重申愿根据奥林匹克主义准则加强该领域
合作。

成员国欢迎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
织成员国体育部门负责人首次会议，认为会议将成为协调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体育领域合作的平台，为开展该领域合
作开辟新前景。

成员国注意到2021年12月12日举行的上合组织昆明马
拉松、2022 年 5 月 14 日举行的伊塞克湖马拉松、2021 年 6
月13日举行的杜尚别半程马拉松和2022年3月27日举行的
塔什干半程马拉松，支持定期举办此类赛事，强调这些活
动有助于加深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有助于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展示自身形象。

考虑到保护上合组织地区生态平衡、恢复生物多样
性、为保障人民福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十分
重要，成员国强调，应切实落实 《〈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
合作构想〉2022年至2024年落实措施计划》。

成员国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宣布 2025年为国际
冰川保护年和建立国际冰川保护基金会的提议。

成员国注意到根据吉尔吉斯共和国倡议第75届联合国
大会通过关于《自然无疆界：跨界合作是养护、恢复和可持续
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要素》的决议，以及教科文组织第 41
届大会通过关于《加强对山区冰川的监测与研究》的决议。

成员国注意到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第76届联
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加强中亚和南亚互联互通的决议。

成员国注意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倡议联合国大会通过关
于宣布“国际裁军和不扩散教育日”和关于宣布在2023—2027
年实施 《山区发展五年纲要》 决议，以及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倡议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 《国际发展行动志愿者年》 的
决议。

成员国注意到2022年6月6日至9日在杜尚别举行的第
二届“水促进可持续发展 2018—2028”国际行动十年高级
别国际会议成果。

成员国强调，进一步同联合国、有关国家和机构开展
合作，解决咸海干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成员国注意到根
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倡议 2021年 5月 18日联合国大会通
过关于“宣布咸海为环境创新和技术区”的决议。考虑到
各方立场，成员国注意到关于启动成立咸海区域人类安全
伙伴信托基金的倡议。

上合组织作为保障欧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负责
任和有影响力的国际参与者，将继续采取协调措施，应对
本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挑战。

成员国重申，将在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原则基础上坚
持和平、共同发展和平等关系，继续开展建设性互信对
话，深化高效、多领域合作，全力保障上合组织地区的安
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成员国高度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2021年至2022年
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取得的成果，认为这些成果
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成员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各方欢迎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提出的“撒马尔罕团结倡议——为了
共同安全与繁荣”，该倡议旨在维护和平与稳定、开展广泛
的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下一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将由印度共和国担任。上
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于2023年在印度共
和国举行。

印度共和国总理 莫迪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托卡耶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扎帕罗夫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 夏巴兹
俄罗斯联邦总统 普京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

2022年9月16日于撒马尔罕
（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9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