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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日前，第六屆世界客商大

會在梅州舉行，海內外客商雲集。在一眾客

商中，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信德集團董事長何超瓊，無疑是最受關注的

客商之一。

在參加完世界客商大會開幕儀式後，

何超瓊馬不停蹄趕到大埔縣，開啟尋根之旅。

何超瓊一行先後前往虎山中學藍建儀科教

樓、環城大道大興大橋、泰安樓景區、大埔

縣博物館等地，詳細瞭解大埔人文歷史、教

育事業發展等。她表示，今後會繼續加強與

梅州以及大埔的聯繫，發揮自身優勢，讓海

內外鄉親共同來關心關注梅州的發展建設。

泰安樓體驗打井水
何超瓊與大埔的淵源，要從一座客家

古民居說起。

走進大埔縣縣城，一座方形石樓格外

引人注目，這裏便是有著“客家水立方”稱

號的特色古民居泰安樓。

何超瓊的母親是大埔的藍氏家族，藍

家祖屋正是泰安樓。據藍氏族譜記載，該樓

建於清乾隆二十八年，距今已有 260 年的歷

史，至今屋內仍居住著藍氏後人。

在泰安樓，一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

只見何超瓊拎起一個水桶，放入井中，隨後

再收起繩索，將水桶拉起。一桶清澈甘甜的

井水從井中打出。

泰安樓的這口井，養育了無數藍氏先

祖，也提醒著藍氏後人，“吃水不忘挖井人”。

2019 年，泰安樓被列入第八批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如今，泰安樓與周邊景點

連成一片，已被打造成國家 4A 級景區泰安

樓客家文化旅遊產業園。

大興堂憶公益事業
坐落在梅潭河畔的藍氏家廟大興堂，

人文氣息濃厚，這是大埔藍氏族人的“大本

營”，孕育了多位愛國將領及致力家鄉教育

公益事業的傑出鄉賢。

藍氏家廟內，何超瓊上香祭拜。

何超瓊與大埔的淵源，還與公益事業

息息相關。

“其實在香港我們也有跟大埔、藍家

保持聯繫，像我母親之前捐建的大興大橋，

我舅父以外祖父名義向虎山中學作出的一些

捐贈，都是公益及教育等方面的。”何超瓊

表示，“這次我的阿姨也一起過來，她也很

激動，一直沒回來過。將來肯定也會繼續保

持跟梅州、大埔各方面的密切聯繫。”

迎鄉賢、助鄉興、奔共富
此行是何超瓊與大埔的一場雙向奔赴，

也是大埔探索“鄉賢 +”模式，加快推動蘇

區振興的生動寫照。近年來，大埔充分挖掘

鄉賢資源、凝聚鄉賢力量、發揮鄉賢作用，

吸引客商回歸、人才回家、智力回鄉、資金

回流，走出一條迎鄉賢、助鄉興、奔共富的

路徑。

令人欣喜的是，廣大外出鄉賢對大埔

發展傾心盡力，一批有文化、有資源、有情

懷的新時代鄉賢企業家紛紛回鄉投資創業。

“作為製造業公司，我們能做的便是

以實業回報家鄉。”深圳市鴻富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定武說，公司在大埔建設

了研發與生產基地，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為當地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今年 2 月，由張定武投資的鋰電池精

密結構件項目在縣城工業社區動工建設。該

項目投資 10 億元，預計 2025 年 1 月投產。

投產後，年產值約 20 億元，稅收 1 億元，

帶動上千人的就業。

在張定武看來，鄉賢應該承擔更多的

社會責任，為家鄉的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多的

貢獻。“我們可以發揮帶動作用，利用自己

的人脈和資源，為當地的發展爭取更多的投

資和支持。”�

� 陳澤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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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超瓊到大埔考察。 羅文燕  攝

【本報訊】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讀

懂中國。近日，2023 年“讀懂中國”國際

會議（廣州）組委會召開新聞發佈會，此

次會議將於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在廣

州舉辦。

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

徐偉新在發佈會上表示，今年是“讀懂中

國”國際會議十周年，當前，百年變局加速

演進，如何破解全球安全和發展面臨的新挑

戰，“中國作為”備受世界矚目。本屆會議

圍繞“百年變局下的中國新作為——擴大利

益匯合點，構建命運共同體”這一主題，邀

請世界多國知名政治家、戰略家、學者和企

業家、駐華使節、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駐華

代表以及中國有關部委和地方負責人、學者、

企業家與會。

徐偉新介紹，本屆會議的議題設置有

四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宣介中國式現代化與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鮮明特色和豐富內涵；二

是展現百年變局下的中國新作為，彰顯中國

方案與中國擔當；三是解讀新一輪科技革命

和產業變革背景下中國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

開放戰略；四是展示中國風貌和城市價值，

全方位展現大灣區蓬勃發展的大美圖景。“我

們期待能與中外嘉賓共同探討交流，傳遞中

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

水準開放積極信息，提振世界各國共同擴大

利益匯合點、構建命運共同體信心，面向世

界講好中國故事、灣區故事、廣東故事、廣

州故事。”徐偉新說。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史玲介紹，

本屆會議外方參會嘉賓來自 30 多個國家和

地區，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截至目前，已有

70 餘位國際嘉賓確認參會，其中副總理級

以上前政要 6 位。外方嘉賓將在大會和平行

研討會、專題研討會、閉門研討會等活動上

致辭發言。這些外國嘉賓的到來，有助於提

升此次會議的影響力，讓世界更好地讀懂新

時代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周甫琦

【本報訊】11 月 27 日，以“中文報業

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為主題的世界中文報

業協會第 56 屆年會在廣州舉行。來自中國

大陸及港澳臺地區、新加坡、泰國、馬來西

亞、印尼、韓國、美國等地的 30 多家主流

媒體負責人、專家學者、相關部門負責人等

代表逾百人齊聚羊城，在珠江之畔探討中文

報業如何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強國際傳

播能力建設，以交流互鑒讓中華文明煥發新

的時代光彩。

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背景之下，全球

中文報業要如何抓住融媒體時代機遇，用融

合發展的媒體平臺，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好中國聲音，成為與會各方的關注焦點。

“廣東的飲食文化、武術文化和傳統

中醫藥文化，都是能引起外國人共鳴的項

目。”國際日報報業集團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胥山月刊社社長伍新雄表示，作為海外華文

媒體，有責任、有義務向駐在國華僑華人推

介嶺南特色文化名片，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的傳承者發揚者。

如何吸引年輕人關注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從而更好地傳承與發揚中華文明？復旦

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

體研究院副院長張志安分析，青年群體的數

字生活高度依賴社交媒體，其日常生活深度

嵌入數字化網絡平台，呈現出典型的“生活

在媒介”特徵，他們更加樂意接受形式生動、

內容可感、輕鬆娛樂、沉浸交互的數字產品，

因此，面向青年群體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傳

播要更加注重傳播方式的運用。

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中外文

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中華文明更好走向世界

的必然之舉。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背

景下，如何做好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傳播者

推動者？多位中外專家學者與媒體負責人也

進行了分享交流。

《光華日報》總經理李興前從馬來西

亞檳城遠道而來。“隨著一系列產業園區、

鐵路、地鐵等中馬共建‘一帶一路’項目開

花、結果，相關建設內容已成為媒體報導的

重點。”他說，馬來西亞華文媒體在推進“一

帶一路”民心相通中，扮演著不可代替的重

要角色，“中國的發展勢頭有目共睹，我們

將大幅增加對中國、對廣東的報導，讓更多

人認識瞭解當今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教授邢廣

程就“‘一帶一路’倡議與中華文明傳承發

展”這一主題，向與會嘉賓分享自己的思考。

他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浸透著中華文明

的深刻內涵，不僅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實踐平台，也是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重要實

踐平台。“古代絲綢之路為中華文明的傳承

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一帶一路’倡議

必將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更大的力

量。”邢廣程表示。 龔春輝  汪棹桴

順德均安功夫協會
揭牌成立

2022 年初，均安“功夫小鎮客廳”順利落成，免費

對外開放。  李欣 攝

【本報訊】11 月 27 日，在國際功夫

巨星李小龍誕辰 83 周年紀念日當天，他的

家鄉——佛山市順德區均安鎮舉行均安功

夫協會揭牌成立儀式，並現場首發最新李

小龍研究成果《李小龍：功夫人生與武學

之道》一書，持續擦亮李小龍功夫文化國

際 IP，助力推動功夫文化傳承發展。

均安鎮多年來一直積極推動李小龍功

夫文化的傳承發展。這裏不僅擁有李小龍

祖居和全球最大李小龍塑像的均安李小龍

樂園，當地還於 2022 年初建成“功夫小鎮

客廳”，收錄多件李小龍文物級珍品。均

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龍迷”朝聖地。

2023 年以來，在民間力量的努力和各

級政府部門的指導下，均安功夫協會得以

成功獲批成立，該協會將積極開展李小龍

武學精神的研究和傳播，助力功夫文化傳

承和武術運動發展。作為均安功夫協會會

長，墨一刀自 2015 年起便來到均安，開辦

臻武堂致力於傳承推廣武術文化。“希望

在我們共同的努力下，進一步將中國功夫、

李小龍傳奇弘揚光大。”墨一刀說。

同時，活動現場還首發《李小龍：功

夫人生與武學之道》一書。該書由廣東省文

化傳播學會李小龍研究專委會常務副會長兼

秘書長、華南師大體育研究所原副所長關文

明，順德區李小龍紀念館館長黃德超，以及

上海體育大學武術博士劉洪三人共同撰寫。

全書34萬字，其中彩色插頁12頁、含412幅

圖，收集了40多年來李小龍研究最新成果。�

談及本書的意義時，關文明在該書後記中寫道：

“這是一本既有一定學術價值，又兼具現實指

導意義的讀物”“力求反映當前世界上關於李

小龍的最新研究成果，投射出更多根植於李小

龍身上的文化傳統與思想基因”。� 李欣

“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明起舉辦
70 餘位國際嘉賓已確認參會，副總理級以上前政要 6位

全球中文報業大咖齊赴廣州之約
探討如何交流互鑒讓中華文明煥發新的時代光彩

美國僑領近距離
觸摸江門僑史

【本報訊】11 月 27 日上午，位於江

門的中國僑都華僑華人博物館（下稱“僑

博館”）迎來了一批特別的客人——美國

南加州廣府人聯誼會會長陳燦培及夫人李

碧清，美國羅省新會同鄉會會長蔣馬援及

夫人郭慧珍。

陳燦培祖籍廣州番禺，是“臺山女婿”。

他是知名美籍華人收藏家，10 多年來已向

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及江門、重慶、昆明、

桂林、芷江等地無償捐贈“飛虎隊”等歷

史文物和歷史資料超過 1.6 萬件。蔣馬援祖

籍江門新會沙堆，他祖母的舅舅是梁啟超

先生。多年來，蔣馬援伉儷在維護僑胞利

益和團結僑胞中發揮積極作用，以實際行

動促進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和相互瞭解。

這座今年年初全新開放的僑博館，不

僅儲存了僑都的歷史記憶，更喚起了僑胞的

家國情懷。在大堂，石牆上江門五邑的地圖

映入 4 名僑胞眼中，採用了梁啟超先生字體

的“根在僑鄉”四個大字遒勁有力，蔣馬援

一邊誇讚“很漂亮”，一邊拍照。在展區，

陳燦培看到了他捐贈及發動捐贈的文物，被

勾起無數往事回憶。

“江門是中國僑都，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海外華僑華人到僑博館參觀。”陳燦培

表示，接下來，他將繼續協助僑博館擴充

僑界名人資料庫以及收集華僑文物，更好

地展示華僑華人在海外的成就史。� 葉芷晴

“鄉賢 +”模式加快推動蘇區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