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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我们看到了青山秀水，听见了壮
族山歌，也了解到许多台湾人在这里创业发展
的故事。我拍摄了一系列视频作品来记录此次
壮美广西之行，希望用镜头把壮乡风采展现在
更多人面前。”台湾自媒体人陈咏钦说。

近日，2023两岸媒体壮美广西行活动圆满
落幕。7 天时间里，来自海峡两岸的 20 余名媒
体记者和自媒体人先后到访南宁、百色、河池
等地，并参与了第十九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
坛，共同探寻广西的壮美风光与璀璨文化，感
受八桂大地的发展脉动。

非遗文化全景体验

铜鼓是流行于广西、云南等地的一种打击
乐器和祭祀用品，迄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在
位于河池市东兰县的东兰民间铜鼓收藏馆，一
场颇具民族特色的铜鼓舞表演正在进行——

人群之中，年近六旬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蒙胜文面朝铜鼓，慢下脚步。
只见他张开双臂，咬住鼓边，靠牙齿提起重达
20多公斤的铜鼓，跳跃起舞。精彩绝活，技惊
四座。

再次见到台湾朋友，蒙胜文很是兴奋。10
多年前，他曾和乡亲们一起到台北、高雄、新
竹等地进行了7场铜鼓舞表演。“台湾同胞对铜
鼓和大陆的非遗文化非常感兴趣，当时有观众
一连几天看了很多场，让我们很受鼓舞。”蒙胜
文表示，台湾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特色舞
蹈，期待能够和他们多交流，也欢迎台湾同胞
来东兰体验铜鼓文化。

除了铜鼓，绣球也是广西独具特色的文化符
号。在百色市靖西市新靖镇旧州街，靖西壮族绣
球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肖琴现场展示了绣
球的制作技艺，并邀请两岸媒体记者亲手体验。

绘画图案、手工绣花、填充缝合……小小
绣球，对手艺与耐心有着极高的要求。黄肖琴
介绍，绣球过去曾是壮族男女青年的定情信
物，制作绣球也是每一个壮家女孩的“必修
课”。随着时代发展，绣球被赋予了和平、友
好、吉祥等更多美好的内涵，成为广受欢迎的
伴手礼。“今天收了很多来自台湾的徒弟，希望
他们可以多为靖西绣球代言。”黄肖琴笑着说。

此行中，台湾自媒体人蔡如瑜体验了绣球
的缝制过程，还学习敲击铜鼓演奏 《水调歌
头》。在她看来，通过传统民俗和非遗文化的体
验活动，可以让两岸同胞产生更强的情感链
接。“希望通过视频作品让更多人了解中华传统
文化的魅力。”她说。

台胞助力山乡发展

走进东兰县三石镇兰花文创产业园，台商
陈振昌正精心为一盆蝴蝶兰造型。放置支架、调
整花型、修枝固定……经他一番巧手，一盆造型

精致的淡黄色蝴蝶兰呈现在两岸媒体人面前。
“大家看，这一盆叫黄金美人，旁边的是鸿

运财神，都有着很好的寓意。”陈振昌告诉记
者，自己原本在邮局工作，因酷爱兰花，便自
学栽培、护理、造型等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
新，成为了一名“半路出家”的花农。“2003年
我从台湾来大陆观光兼考察兰花市场，这一看
就回不去了。”

20年间，陈振昌在陕西西安、江苏昆山等
地先后做起了蝴蝶兰产业。几年前，他选择南
下广西，将兰花培育技术和经验带到东兰，并兼
职作当地一家兰花企业的技术总监。在陈振昌
的帮助下，东兰基地培育出30多个兰花品种，产
品销往中国各大城市，并出口到东盟国家。

“广西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兰花培育种植，
目前我们正加紧和台湾花艺行业交流合作，希
望引入更受欢迎的‘多花兰’品种，继续扩大
广西的‘兰花版图’。”陈振昌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商台企选择扎根广
西，为这里的山乡发展作出贡献。在平果市，台
企广西平果超能电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依托当
地丰富优质的铝矿资源，研发生产手杖、拐杖、助
行器等医疗康复产品，为当地创造了650个就业
岗位，持续助力广西“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这款手杖产品具有定位功能，支持北斗系
统和 GPS系统，可以通过手机准确定位老人的
位置。”该公司总经理、台商程海兴介绍，公司
在大陆和台湾分别拥有近50人的研发团队，根
据市场需求和反馈不断改进医疗康复器具产
品。“目前大陆医疗康养需求不断扩大，我们正
与多所高校合作，尝试结合AI、物联网等技术
开发智慧医疗器械系统，努力为老龄用户营造
便利的智能生活场景。”程海兴说。

活动期间，两岸媒体人还受邀参与了第十
九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与在桂发展的台
青、台商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与台商对
话，我发现广西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和优惠政
策上都有着独特的优势。”一名驻点大陆采访的

台湾媒体记者表示，将结合此行所见所闻进行报
道，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广西真实的发展情况。

桂台融合潜力无限

“来来来，古早黑糖奶茶、澎湖花枝丸、特
色糯米肠，台湾特色小吃走过不要错过！”

这里不是台湾的六合夜市，而是位于南宁
市青秀山景区的两岸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移动平
台——“南宁圆梦号”餐车。地道的台式小吃
飘香四溢，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

“这些小吃都是由青年台商在广西本地投资
生产的，风味正宗，游客们都非常喜欢。”餐车
老板、南宁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赖
俊宏告诉记者，“南宁圆梦号”由南宁台商和当
地政府共同打造，旨在为来南宁创业的台湾青
年提供一个免费推介产品的平台，除了餐饮小
吃之外，各类文创产品也可以进行展销。“目前我
们年均收入约100万元，年底会按比例分配给供
货的青年台商，支持他们在这里创业发展。”

“这里的糯米肠、鸡肉肠就是我们在台湾
吃到的味道，而且价格更便宜。”有台湾记者
表示，“南宁圆梦号”的运营模式不仅能够支
持当地台湾青年创业，而且可以通过美食、文
创产品等，让大陆游客品尝到台湾风味，了解
台湾的旅游特色，“期待可以在更多城市看到

‘圆梦号’”。
此次参访活动中，两岸媒体人还前往靖西

龙邦口岸，了解广西特色的兴边新模式；来到
“长寿之乡”巴马，探寻当地利用长寿文化实施
现村振兴的各项举措；到访南宁横州中华茉莉
园，采访台企依托特色农业打造系列文创产品
的有关情况。

“通过此次行程，我对桂台两地农业、文化
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香港
中评社助理记者蔡卓君表示，广西这片土地上
还藏有很多文化瑰宝和发展机遇，期待更多台
湾同胞来这里深耕发展。

两岸媒体人走进广西——

“把壮乡风采展现在更多人面前”
本报记者 金 晨

本报香港11月 5日电 （记者陈
然）“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
2023”4 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

幕。为期两日的嘉年华集招聘、论
坛为一体，旨在吸引全球人才来港
留港发展，为香港提供更多人力资

源储备。
“今年1月至10月31日，香港各

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约 18.5 万份
申请，批准约 11.5 万份。其中‘高
才通计划’共收到约 5.5 万份申请，
批准约 4.3 万份。”香港特区政府劳
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出席开幕仪
式时表示，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 10
月 30 日正式成立，为人才提供线上
及线下服务。未来香港将继续加大
力度“抢人才”，包括输入中端人才
配合香港整体发展、优化引进劳工
计划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荣誉
教授陈清泉致辞时表示，科学发现、
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
中至关重要。他认为香港和深圳应该
珠联璧合，资源共享，强化产学研的

协同作用。希望此次的“创新香港—国
际人才嘉年华 2023”（秋季） 活动能
充分利用香港的政策优势，为香港招
揽全球人才。

开幕式后举办的“院士与青年科
学家论坛”，邀请陈清泉院士与多名
香港青年科学家对话，探讨香港创新
人才策略与科创生态发展。陈清泉
说，在科学领域要以开放的心态与世
界交流合作。他鼓励青年科学家在新
的科技浪潮中紧抓机遇，发挥自身所
长，积极推动香港成为具有影响力的
国际创科中心。

本届嘉年华活动有超过100家企
业、机构参与，包括特区政府部门及
众多具有创新基因的国际企业、中国
内地企业、香港本地企业，提供超过
1万个岗位。

香港举办国际人才嘉年华吸引逾万求职者

本报台北11月4日电（记者程
龙） 2023 茶马古道纪实摄影展 4 日
在台北开展，展出的约80幅作品体
现了两岸青年摄影者对茶马古道沿
线地区的观察与记录，呈现古道上
的生活故事与历史记忆。

茶马古道纪实摄影活动自 2017
年举办以来，已有逾百名两岸青年
通过脚步及镜头记录新时代茶马古
道地区的变化，共同见证了进入雨
崩村的骡子被越野车取代、前往神
瀑的泥泞山路变为整齐划一的石板
阶梯。

策展人、中华竞争力交流协
会 理 事 长 蔡 佳 麟 表 示 ， 走 古 道 、
探新道，每一个足迹都是一份记
忆，每一个快门都是一页历史。茶
马古道纪实摄影营途经的丽江、香
格里拉等地，是滇藏线茶马古道的
一部分，许多参与过活动的同学都
认为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一
段旅程。希望两岸青年能记录及
见证古道上的变化，并由此更懂
得珍惜当下。

此次摄影展由中华竞争力交流
协会主办，将持续至16日。

2023茶马古道纪实摄影展在台北开展

本报珠海11月4日电（记者贺
林平） 第七届中国国际马戏节 4 日
在珠海长隆剧院开幕。马戏节以

“世界马戏 汇聚横琴”为主题，汇
聚来自全球的顶尖马戏团队、马戏
艺术名家同台献艺。

刚刚升级改造完成的珠海横琴
长隆剧院，布置有 270°全景式环
形舞台、3大环绕水道以及超过250
米的 360°高空吊挂环形轨道，多
种水陆空效果随着舞蹈、杂技表演
灵活变换；开幕式融入杂技、舞
蹈、滑稽表演、魔术、极限运动等
多种艺术门类元素，令现场观众沉
浸式地领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艺术风情与理念。

本届马戏节重在展示中华传
统 文 化 和 文 化 自 信 。 作 为 东 道
主，中国马戏艺术家在本届马戏节
演出的三大节目，融合了京剧、杂
技等本土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独
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展现了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开拓进取的
创新精神。

本届马戏节由广东省政府主
办，横琴合作区执委会、珠海市政
府、广东长隆承办。为贯彻“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艺术惠民”
的办节思路，马戏节开幕之前，组委
会就精心组织多个中外优秀参演节
目，推出公益性文化惠民演出，让群
众近距离领略国际马戏魅力。

第七届中国国际马戏节在珠海开幕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刘斐、
石龙洪） 2023/24 国际纸纤维艺术
双年展 11 月 3 日在台北开展，以

“地球说话：给纸发声”为主题，展
出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44位艺术家
的54件作品。

本次展览内容强调纸张迷人的
演变和多样性，把纤维转化成雕
塑、装置、影像和表演，从创作者
的视角亲近、模拟自然，表达与自
然相遇的时刻、对环境的担忧、对
未来世界的思考，以写实或诗意风
格，将纤维细密的线条经过淘洗、
风干、过滤、编织、重组等工艺，
展现纸纤维当代创作的丰富样貌。

展览主办单位台湾工艺研究
发展中心主任陈殿礼表示，纸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随着时代的
演进，纸工艺在当代除了文字信息
的传输外，已转化成设计及艺术的
本体表述。期待借由本次展览带
动台湾纸工艺发展，让更多人参
与及了解纸纤维艺术的多元风貌
及无限可能。

策展人、纤维艺术家艾米·理查
德表示，挑选本次展出作品的重点
之一，是艺术家要让纸本身发挥最
大作用的能力。作为呈现地球脆弱
环境及其居民的媒介，展出作品讲
述了水、气候、海洋、土壤、植
物、动物等的高度重要性，以及我
们和这些事物之间深厚久远的连结。

展厅中，一件名为 《当她干
涸》 的巨型装置艺术品，由手工纸
条幅、手工纸仿作的珊瑚、纸浆作
的雕塑座椅及四段影片投影组成，
是美国、伊朗、荷兰、中国大陆、
加拿大的艺术家共同完成的作品。
观展的台北市民陈小姐说，身处这
件作品中，一边看着投影里闪烁的
文字，一边听着音响里传出的声
音，能产生一种要保护海洋环境的
紧迫感。

国际纸纤维艺术双年展创办于
2012年，曾两度在台举办。此次展
览将在台北持续至11月14日，之后
于 12月 8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在南
投展出。

纸纤维艺术双年展台北登场

11月3日，两岸记者走进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欣赏舞彩浅山步道的
彩叶，探访柳庄户村史馆，了解有机农场的运营。图为大学毕业生周齐

（右一） 成为有机农场的“新农民”，正向记者介绍有机农场情况。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香港与内地专业人士相聚进博

畅谈“香港通道 连接全球”

两岸媒体人
在南宁青秀山两
岸青年助力乡村
振 兴 移 动 平 台
——“南宁圆梦
号”前合影。

主办方供图

日前，在福建省罗
源县鉴江镇海域的海洋
牧场，养殖工人驾驶渔
船忙着进行海上养殖作
业。近年来，罗源县全面
推 进 渔 业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 通 过 金 融 、 财 税 、
科技等方面的支持措施，
大力发展特色海洋旅游
和近海生态养殖。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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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记者
许晓青、周蕊）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5 日
在上海开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国家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共
同主办的“香港通道 连接全球”分论
坛同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
超、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香港贸发
局主席林建岳出席论坛启动仪式并
致辞。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发展是
香港最好的机遇。在国家大力支持
下，香港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香
港会不断发挥独特的连接平台角
色，为国家“引进来、走出去”。

“要善用香港优势，达至合作共赢。”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说，今年是改

革开放45周年，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

中，香港具有独特优势，发挥了投资兴
业的龙头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
商务部将积极支持香港更好发展，更好
发挥优势，推动内地和香港共同繁荣发
展；支持香港拓展国际联系，畅通贸易
通道，发挥专业优势，搭建投资桥梁，扩
大区域合作，打造开放枢纽。

来自香港企业界、金融界、航
运航空界、科创界、文化界等的知名
人士与会并发表演讲。香港机场管
理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西九文化区管
理局董事局副主席陈智思等还分别
就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逐步回升、西
九文化区打造香港最独特的文化枢
纽等话题介绍情况、分享观点。

“香港通道 连接全球”分论坛
吸引了逾 320 名来自香港和内地的
专业人士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