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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经营这片养殖基地的台商刘华耀虽已
年过花甲，但每天神采奕奕，劲头十足。“你看，
虾苗们就生活在这里，我来看看它们有没有吃
饱。”只见刘华耀蹲在池塘边，用长杆子挑起水
面下的一个圆形网兜，网兜里虾苗正在蹦蹦跳
跳，好不欢实。刘华耀凑上去看了看，指着虾苗
背上的“紫线”告诉记者，这条线清晰可见，说明
虾的营养不错；检查完后，他将一块碾碎的螺放
入网兜，给虾苗加餐。

20 多年前刚来大陆时，刘华耀主要在东南
沿海经商，为何会选择来到川渝交界的小山村
工作生活？“好山好水！”刘华耀快言快语，“养殖
基地所在的薛湾村拥有独特的深丘地貌，区内
降水充足，又紧邻濑溪河，水质优良，适合发展
水产业。”

不过，在内陆地区的农村养殖台湾大头虾
并非易事。台湾大头虾在虾苗阶段需要使用
海水培育，长到 3 至 5 厘米时才转入淡水养
殖。为解决没有海水的问题，刘华耀每年要批
发 50 吨海盐，按照比例撒入水池，以此模拟海
水环境。此外，温度也是养殖台湾大头虾需要
重点克服的问题。刘华耀表示，台湾大头虾只
有气温在 22℃以上才会进食，但川渝地区纬度
比台湾高，保暖防寒很重要。

为了支持台湾大头虾养殖，当地政府通
过多项举措帮刘华耀消除后顾之忧：企业落
户泸县后，泸县台办为他争取到了 50 万元的
专项资金，用于扩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池建
设；通过修建专用水管，7 公里外的山泉水直
接引入养殖场，让虾苗尽情享受甘泉的滋味；

当地政府帮助修建的保温大棚，让刘华耀可
以在相对寒冷的二三月份下苗，也可以在深
秋后获得丰收……

如今，刘华耀的养殖场每年产虾 10 万公
斤。个头大、肉质好、营养丰富，台湾大头虾
在周边地区成功打开销路。“现在市场的售价
大概在 60 多元一斤，但大头虾基本上还没出
水就被老客户一抢而空，有时候想留一点用
来招待朋友都没‘余粮’。”刘华耀笑道。

为扩大产量，刘华耀正在推广“稻虾养殖”模
式，即在稻田四周挖出一条3米宽、1.2米深的水
沟，放入已经适应淡水生活的大头虾，以“稻虾共
生”的方式实现双丰收。通过售卖虾苗、向当地
农民传授“稻虾养殖”技术，刘华耀帮助当地农民
走上了致富。据统计，每亩稻田平均每季能产出
100余斤的台湾大头虾，出售并刨去成本后能产
生约 5000 元的收入，这样的收成大大增强了农
民参与养殖的积极性。

“要是到了 8 月，薛湾村的养殖场一下子就
变成了台式‘钓虾场’，不少游客专程从成都、
重庆赶来钓台湾大头虾，好不热闹。周边村民
借助虾场的人气，通过开办农家乐等形式获得
了更多收益。”刘华耀又在泸州多地采取“企
业+村集体+专合社+农户”的合作模式，打造

“水稻+台湾大头虾”种养复合基地项目，着力
发展集田园观光、休闲垂钓、互动体验为一体的
农文旅基地。

近年来，川台农业合作发展态势良好，“农林
22 条”“川台 70 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给在川台
资农企带来实实在在的支持。2022年4月，四川

首个“川台乡村振兴合作试验园”在泸州揭牌，试
验园已吸引 10 家台资企业落户发展，通过采用
多方合力的合作模式，形成了台资企业健康发
展、村集体增收、农户获益的共赢格局。这些都
坚定了刘华耀创业的信心。

“川渝地区和台湾一样，都是美食丰富、喜
欢烹饪的地方。”刘华耀说，台湾大头虾在岛内
有数十种料理方式，如今引入大陆的西南地
区，大家也根据当地饮食特点做出了川渝风味
的大头虾，如豆瓣虾、水煮虾等。这样的结合，
不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吗？

台湾大头虾里的“川渝味道”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刘华耀在查看虾苗生长情况。

新华社深圳 6 月 12
日电 （记者王丰、肖逸
晨、刘明洋）“来前海创
业，一方面可以获得当地
的科创支持政策，另一方
面可以借助粤港澳大湾
区的科研、风投、人才等
资源，加速产业发展与产品孵化。”在
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来自香港
的创业青年王聪说。

前海位于珠江口东岸，2010年设
立时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2021年扩
大至120.56平方公里，一头连着香港，
一头连着环珠江口 100 公里“黄金内
湾”，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作为深圳幻影未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聪介绍，公司的
核心成员由来自深港两地的青年组
成，专注于高度拟人化AI虚拟人的研
发与应用。产品已经在上海、福建等
地落地，并与腾讯、中国移动、华为等
多家行业头部公司达成深度合作。

王聪是香港青年投身前海火热创
业就业的缩影。数据显示，目前，前海
深港青年梦工场累计孵化香港创业团

队691家；放眼整个前海片区，注册港
企 9055 家，注册资本 9469.47 亿元人
民币；在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超
过1万人。

“前海已发布‘支持港澳青年 12
条措施’，连续 8 年举办前海粤港澳
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副局长王锦
侠介绍说。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印发以来，从不断涌现的科技
创新平台，到不断“扩容”的基础设施
新通道，再到不断深化的机制、规则衔
接进程，以前海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
区日益成为吸引广大青年创业就业的
沃土。

来深圳前海之前，余广滔在香港
做有机废弃物分类回收已小有成绩，
而国家倡导绿色循环、推行垃圾分类
的政策“风口”，以及昆虫生物技术带
来的灵感，让他决定把创业版图拓展
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从香港来到深圳，两地地缘
接近，基本是同城的概念。深圳前海
对香港年轻人过来创业有很集中的

政策支持、很好的环境配
套。”余广滔说，团队在前
海管理局的牵线搭桥之
下找到了合作伙伴。一
直在打造的完整有机废
弃物处理再生系统在广
东东莞落地，其他项目也

在不同城市取得新进展。
香港青年、创业者和科研机构纷

至沓来，一系列支持政策成了他们选
择在前海安家落户、投资兴业的“定
心丸”。

创业就业方面，“前海港企贷”已
经落地，港澳 23 类专业人士经备案

（登记）即可执业；教育方面，首家哈罗
港人子弟学校开校，前海已累计建成
9 所国际学校，吸引 1896 名港籍学生
入学就读；医疗方面，累计引进8家国
际化医疗机构，落地“港澳药械通”；法
律方面，前海法院首创“港区陪审”“港
区调解”制度……

作为第一批来到深圳前海创业的
香港青年，陈升已参与多个深港创业
基地建设，服务超过300名来大湾区创
业的香港青年。从“来了就是深圳人”
到“大家都是湾区人”，越来越多的香
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居住生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深圳速度’，
看到了日渐广阔的大湾区发展机遇。”
陈升说，年轻人非常有拼劲，很多科创
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也让我们
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向前奋斗”。

携手向“新”，融创未来——

深圳前海成为港青北上创业沃土
携手向“新”，融创未来——

深圳前海成为港青北上创业沃土

新华社香港6月13日电（记者
谢妞） 为期 4 天的第 38 届香港国际
旅游展 13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
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500 家
参展商，在展会上积极宣传自身特
色，探索旅游发展新模式。

可持续旅游、研学旅游、冰雪旅
游……参展商们带来最新的旅游产
品，推广当地优势。本届香港国际旅
游展以“重新探索世界”为主题，通过
主题展览、旅游讲座、民俗表演等多
种形式，为服务供应商、代理和旅客
等提供交流的平台，迸发创新火花。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
局旅游事务署署理旅游事务专员朱
瑞雯致辞表示，今年前5个月访客旅

客人数持续上升，香港的旅游业界在
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正
在拓展新的旅游版图，将为旅客提供
更多便利。

记者在展览现场发现，参展商
纷纷展示最新特色旅游线路等，并
在现场设有专业人士解答相关疑
问。一家韩国旅游机构市场部主任
陈汧妤告诉记者，该机构已经多次
参加香港国际旅游展，希望借此机
会和同行们在交流中取长补短，深
入拓展香港市场。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的参展
商约八成来自境外。展会首两日限
业界人士参加，之后两日对公众开
放，预计4天可吸引约7万人次入场。

第38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开幕

本报澳门6月13日电（记者富
子梅） 由澳门 25 所中学参与的“选
美澳门”系列活动 12 日启动。活动
主办方中华文化交流协会表示，本次
活动立足迎接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
年，邀请高中学生用创意短片的形
式，发掘和推广“澳门之美”——“美
人、美事、美谈、美景、美食”，为庆祝
澳门回归纪念活动注入青春活力和
创意火花。

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的评审团
选出能够体现“澳门之美”的五大类
共 25 项内容。“美人”是指在历史上
对澳门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5 位
人物；“美事”是能展现澳门多元文化

包容的5项特色节庆；“美谈”是值得
为人乐道、广泛传颂的 5 个澳门故
事；“美景”是除新八景、旧八景及被
列入世界遗产文物之外的 5 个澳门
特色街巷、景点；“美食”是能展现别
具澳门风味的5种特色美食。

在活动新闻发布会上，25所中
学的师生代表根据他们抽签选中的
主题，介绍了初步的拍摄构想和时间
安排。同学们表示，此次活动不仅为
澳门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
平台，也是向世界呈现澳门多元文化
和城市形象的绝佳机会。

据悉，本次活动期间拍摄的作品
将于10月展映。

“选美澳门”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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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近年来成功创建多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
出口备案基地，带动农民增收。图为近日在江永县潇浦镇下界头村供港蔬菜
种植基地，农民采收毛瓜。 田如瑞摄（人民视觉）

近日，深圳环
大鹏湾海岸公路先
行段 3.7 千米的海
滨栈道实现全线贯
通。该项目的建设
有助于提升市民游
客观景体验。图为
游客在海滨栈道观
景平台拍照打卡。

李坚强摄
（人民视觉）

仲夏时节，位于川渝交界处的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方洞镇薛湾村

生机勃勃。在这片山清水秀的湿润环境里，台湾大头虾（学名“罗氏沼

虾”）每天在水池里吃饱喝足，充分运动，进入快速生长期。再过些日

子，这些虾苗就会长大成熟，个头足有手掌那么长。

本报香港6月13日电（记者陈
然） 全球知名平面设计师石汉瑞
的个人展览“石汉瑞：化图为语”将
于 6 月 15 日起在香港 M+博物馆展
出。本次展览聚焦石汉瑞自上世
纪六十年代至今的代表性设计项
目，并借此回顾香港 60 余年的发展
历程。

据介绍，“石汉瑞：化图为语”将
展出逾200件来自M+藏品系列和石
汉瑞个人收藏的展品。M+博物馆
13 日举行媒体导赏活动，介绍展览
亮点。

1934 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石汉
瑞，自 1961 年起迁至香港生活和工
作。他开创了独特的图像传意方式，
以敏锐的视觉巧妙地将不同文化元
素并置，从而设计出趣味盎然、出人
意表又耐人寻味的作品。多家著名
香港公司的标志标语都是出自石汉

瑞的手笔。
M+博物馆馆长华安雅表示，石

汉瑞的跨文化设计令人耳目一新，深
植于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本次展览
是M+团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旨在
诉说香港视觉文化故事以及这座城
市60余年来的发展变迁。

“香港一直是我的家，多年来赋
予我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石汉瑞
表示，期望借本次展览，让观众了解
图像传意的艺术，并从全新视角领略
香港视觉文化的魅力。

“石汉瑞：化图为语”展览共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石汉瑞的
成长岁月及早年在港经历；第二部
分展出石汉瑞的精选作品，从海运
大厦、怡和大厦等地标建筑设计到
消费品、酒店、私人会所等标志设
计，均呈现出香港历久弥新的品牌
形象。

香港平面设计师石汉瑞在港推出个人展香港平面设计师石汉瑞在港推出个人展

大陆演员胡歌访台与青年创作者交流
本报台北6月13日电（记者孙

天霖） 大陆演员胡歌12日在台北与
台湾青年创作者进行对话，并接受大
陆驻台媒体的采访。

对话中，胡歌分享了自己在影视
界的丰富经验。他鼓励年轻的创作
者要坚持梦想，即使过程辛苦，也要
对这个行业充满热情。胡歌坦言：

“交流氛围非常好，但我希望自己也
有提问机会，去了解现在年轻的台湾
创作者的想法。”

从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射雕英
雄传》，到《琅琊榜》《伪装者》，再到

《繁花》，21 年来胡歌饰演的不同角
色都深受台湾观众喜爱。

在谈到与王家卫导演拍摄《繁
花》的体会时，胡歌表示，王家卫导演
的拍摄风格非常细致、有层次，他的
镜头语言、影像美学和叙事功力都令
人佩服。

当被问到“请给学生演员建议，
怎么去感受生活，更能融入和演绎角

色”，胡歌说：“不要用演员的身份去
感受生活。我自己平时也会开车出
去观察路人，看他们的表情、状态、如
何生活。”

胡歌表示，希望台湾青年创作
者多参加各类青年影展，增加创作
的阅历，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拍片
伙伴，共同为两岸影视发展创造更
多荣耀。

谈到近年来岛内兴起的“陆剧
热”，胡歌认为，两岸文化本来就是同
根同源，所以即使是像《琅琊榜》这样
的古装剧，大家都能从中找到很多共
情的地方。

胡歌说，相信《繁花》表现的上世
纪 90 年代上海，会让很多台湾观众
产生共鸣。“因为有很多台湾人经历
了那个时代，曾在那个时代的上海，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过
贡献。《繁花》播出后，他们会回忆起
自己年轻时那种与时偕行的斗志和
激情，他们一定会非常感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