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19日，四方共建國際
傳播研究院揭牌儀式暨首屆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主題論壇在廣州
舉行。由暨南大學、中國新聞社、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四方共建的國際傳播研究院正式揭牌。暨南大
學黨委書記林如鵬表示，將攜手三大知名媒體，共建服務國家
戰略、聚焦粵港澳大灣區、面向海外的國際傳播研究共同體，
共同加強國際傳播戰略謀劃、建好用好國際傳播平台、打造國
際傳播精品、壯大國際傳播人才隊伍，立體講好中國故事、大
灣區故事、廣東故事。
林如鵬表示，此次四方共商共建國際傳播研究院，旨在打
造服務國家戰略、聚焦粵港澳大灣區、面向海外的國際傳播
研究的共同體，努力為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建設對外傳播話
語體系貢獻暨南力量。他表示，暨大以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
抓手，努力建設高水平的新聞傳播學科，已為海內外培養了

一萬餘名優秀的新聞傳播學子，其中不少港澳台僑校友正扎
根於境外媒體機構。他指出，廣東在地理位置上是「交匯
處」，在文化上是「交融處」，在意識形態領域是「交鋒
處」，在開展國際傳播工作上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和深厚的資
源積累。為更好回應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這一戰略需求，四方
共建國際傳播研究院正式揭牌。
中國新聞社總編輯張明新、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社長黃
燦、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編輯王欣之分別致辭。
據悉，國際傳播研究院由暨南大學、中國新聞社、南方報業
傳媒集團、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共商共建。國際傳播研究院
揭牌儀式後舉辦了首屆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主題論壇，中聯部原
副部長于洪君、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編輯王欣之、中新
社廣東分社社長張見悅、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專職編委陳楓、清
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昌鳳、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長張福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聶珍
釗、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項久雨、暨南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院副院長鄭亮等發表主題演講。

四方共建國際傳播研究院揭牌

港中大生雲南行 醉心民族文化
滇池餵海鷗點讚生態環境 學紮染體驗非遺技藝

◆揭牌現場。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本次交流活動由雲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
辦公室、雲港澳台青年交流促進會、雲

南大學共同主辦，旨在推動雲南與香港的青
少年交流，促進雲南與香港的教育合作。

拍千照片記錄雲南美景如畫
「我在交流團第一天，就定下了一個小目

標，就是要拍1,000張的圖片，行程最後一天，
我完成了我的目標，又開心又激動」，港生譚
俊琛說，來雲南之前就聽說雲南風景優美，所
以這次不僅帶了手機拍照，還帶了相機拍照。
「這些風景真是很美，這是給同學拍的照片，
還有很多雲南有特色的建築也被我拍了下
來」，譚俊琛一邊翻看手機，一邊開心地說，
「我的朋友都在香港，回去之後我會把這些都
上傳到社交媒體，要跟他們一起分享開心」。
在昆明滇池海埂大壩，每年冬季都會有遠
從西伯利亞來越冬的海鷗，牠們被視作昆明
人的老朋友，也是昆明生態環境優美、人與
動物和諧共生的代表。來到這裏從來沒有投
餵海鷗經歷的同學們也秒成了海鷗的朋友。
「這個體驗很好玩、很新奇，那些海鷗都很
親近人類，你餵牠們吃東西，牠們都會主動
的飛過來」，港生徐希澄說。
來到大理洱海，雖然遇到了降溫，但卻絲
毫沒有影響他們的熱情，看到水杉染上漸變
色彩，紅嘴鷗在水面低飛，大家紛紛讚嘆初
冬時分大理洱海呈現出的美景。當得知大理
被稱為「最佳愛情表白地」時，紛紛拿出手
機拍照打卡，有說有笑非常愜意。

參觀恐龍化石 了解農耕文化
香港科學館裏有一架長7.8米、高2.2米的

恐龍化石標本，正是來自雲南祿豐最具代表
性的「許氏祿豐龍」，牠還有一個好聽的名
字「阿納雲香」。今次雲南之行，香港的大
學生們就來到了恐龍化石的出土地—楚雄，
見到了科學館同款的「許氏祿豐龍」化石。
「我上小學的時候在香港科學館看過恐龍
化石，沒想到今天來到了牠出土的地方，見
到很多恐龍化石，同時很敬佩這些考古的科
學家。」港生李毓鳴看完展覽後說「非常感
謝雲南能贈送這麼珍貴的化石給香港」。
港生陳堉祺說，「恐龍化石也是很好的使者，

很好地促進到香港與雲南兩地的交往交流，這
次的『滇港同行 青春築夢』也是！」
來到喜洲古鎮，同學們遊覽了稼穡集喜洲
農耕文化藝術館，通過館內展出的各種迷
你農具模型、當地農人的面貌和農耕景
象、舊時村民們的日常生活等，以喜洲
古鎮為樣本了解了大理白族農耕文化。
在璞真紮染博物館，同學們仔細聆聽

了白族紮染技藝講解，然後上手製作了
屬於自己的作品：摺疊布料、纏線、染
色……一張張獨一無二的紮染方巾就此
誕生，「哇，沒想到自己也成了白族非
遺技藝傳承人」，同學們紛紛表示。
在昆明春城小學裏，大學生和小學生還一

起合作，體驗了非遺工藝掐絲琺琅，一幅幅
成品都是兩地大同學和小同學友誼的見證。
最近，在香港的街頭，不少叮叮車上出現

了「雲南白藥」的圖像和介紹，香港中文大
學的同學們今次就來到了雲南白藥集團，親
眼看到了有着逾百年歷史的「神藥」。

中醫智能化生產 激發港生興趣
「原來，現代的中藥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醫學專業的陸凱婷說，來到雲南白藥參觀，進一
步激發了她對中藥的興趣，她說，往前來說，雲
南白藥真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神藥，救下了很多
人的命，從現在來講，雲南白藥不僅繼續着神藥
的傳奇，還進一步開發了藥用成分的功效，研發
了許多藥妝產品和一些日常用品，比如牙膏、去
痘膏等等，而最讓她沒有想到的是，在雲南白藥
看到了智能化的生產線，以及科研投入和成果轉
換，「智能化、科學化加上強大的科研，這讓中
藥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如果有機會，畢業了會
想來雲南白藥工作」。
陸凱婷說，自己學的是西醫，但以前也有接
觸過推拿、針灸等中醫技術，而這次參觀雲南
白藥之後，更加讓她相信中醫藥的能耐，「我
對下學期將要開設的中醫科課程更加期待了」。

「今次，我們一起為雲港澳台青
年拉一個共同的『朋友圈』，為青
年創業者搭建一個互動發展平
台」，港生訪問雲南期間，雲港澳
台青年創業基地在雲南昆明掛牌，
經過前期籌備，目前基地已經有九
間來自港澳台的青年在雲南的青創
公司入駐。同學們參觀了青創中心
後表示，這裏為青年創業提供一站
式的服務很讚。
據了解，2022年「滇港同行．青

春創夢」系列活動成功舉辦，會上簽
訂了雲南和港澳台青年深入交流合作
的相關協議，今天正式掛牌的青創基
地，將為港澳台青年提供一個實現理
想的平台，助力他們開展創業之旅。
基地為港澳台在雲南創業的青創

企業提供辦公場地、企業孵化服務
和創業輔導等相關支持，以幫助創
業者的發展。同時，基地還將舉辦
各種交流和合作活動，提供分享創
業經驗、學習互助的環境。
雲港澳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創會主席

陳冬海說，雲南這片充滿生機與活力
的土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活力
向世界展示其獨特的魅力，期待通過
青創基地，加強雲港澳台四地青年的
往來，促進我們在創新創業、青年發
展、文化交流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九間企業入駐
目前入駐的香港企業有香港國際學院、優
比教育機構、雲南薈融進出口貿易有限公
司、昆明利俊經濟信息諮詢有限公司以及楚
雄市建材之家投資有限公司，另外還有一家
來自澳門的公司和三家台灣的公司。

港生冀結合生態旅遊和教育創業
港生譚健聰在青創基地參觀時看得特
別認真，他說，他了解到青創中心為創
業者提供一整套的服務，他覺得特別
好，「假如我是一個創業者，我帶着想
法和思路來到這裏，可以得到指導幫
助，然後進行孵化，直到成為產品進入
市場，這真的非常棒」。
譚健聰說，自己學的是環境科學專

業，這次是第一次來雲南，他覺得這裏
生態環境很好，如果自己要來雲南創業，
那麼他會結合生態旅遊和教育，來做自己
的創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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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這次雲南之行，這幾個詞總被同學
們提及。
陳堉祺看完楚雄州博物館裏陳列的恐龍化石

表示，恐龍化石出土這麼多很震撼，而更加震撼的
是，這些挖掘人員，他們很專業，也很敬業，從發
掘出土到裝架呈現，然後還要把相關的知識傳播出
去，這是一項跨學科的工作，真的很敬佩他們。
楚雄紫溪彝村是一個移民村落，是距楚雄市最近且
彝族傳統文化保存最為完整的彝族村。於2013年全面
建設成為雲南又一彝族特色旅遊景點，有「雲南美麗
鄉村」「中國第一彝村」之稱。港生伍海霖感嘆：

「我能看到政府花費了很多資源、心力
去幫助少數民族發展，使他們從貧困的狀
態到日漸富裕，同時幫助他們掌握旅遊業知
識，讓他們能夠自力更生。」
港生徐佩欣在參觀完楚雄州兒童福利院後，為
院區完備的基礎設施和國家為院內兒童投入的資金
點讚：「我更加認識到現在我國對公平性的重視，福
利院對每一位兒童投放的資金很多，每年有將近六萬
元人民幣的資助來幫助他們去成長，不會因為每一個
孩子的身體的殘疾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些不足，影響
到他們未來的發展，我們國家追求公平的這一發展原
則特別讓我感動。」

體驗內地生活的便利之處，品嘗雲南美食，也是
同學們此行的行程之一。「來到昆明之後我們用
手機付款購物、乘騎共享單車、點外賣到酒店房
間，能感受到內地生活很便利。」 港生曾翠妍
說。
港生陳堉祺的體驗比較獨到，「來到昆明之後感覺
房間有點乾，於是想買兩個盆來裝水增加濕度，於是

我想在美團外賣上試着能不能買到盆，沒想到還真的
找到了，於是下了一個單。兩個盆，二十幾塊人民
幣，二十多分鐘，就送到了，而且是送到了酒店房間
門口，真是太方便了」。
鮮花餅、過橋米線、乳扇、喜洲粑粑……這些雲南
特色的美食，同學們一樣都沒有放過，成為了他們此
行的美味記憶。

震撼感動開心 學子滿載感悟

神速外賣 特色小吃俘獲港生

香港中文大學13名大學生於11月13日至18日，赴雲南參加了「滇港同

行 青春築夢」2023年滇港大學生交流活動，同學們走進學校，參觀博物

館，走進楚雄、大理，紛紛點讚生態環境，又被在教育、鄉村建設的公平投

入所感動，青創中心的貼心服務和百年中藥企業的智能化科學化，激發了港

生要來創業和工作的夢想……臨行時，同學們依依不捨地說，「今次行程匆

匆，收穫滿滿，期待很快再有下一次相聚」。

◆港生在楚雄州博物館看到香港
科學館同款恐龍化石。

香港文匯報
記者譚旻煦攝

◆在璞真紮染博物館，同學們製
作自己獨有的紮染手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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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香港大學生和雲南小學生在小學校園裏拔蘿蔔。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攝

◆港生在滇池體驗餵海鷗。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雲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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