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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业视点

本报讯（记者 张原 李宁馨 通讯员 魏天权）
为不断挖掘和整合天津海洋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创新
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海
洋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近日，天津海洋文化旅游产业
（人才）联盟成立大会暨战略发展交流会在滨海新区中
新天津生态城举办。

据了解，联盟首批成员单位118家，涵盖了天津、
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多个省市地区的海洋文化旅游
知名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联盟以涉海文旅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金融服务为支撑、以涉海高
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力量为依托，共同推动海洋文化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汪锐表示：“生态城
将以海洋文化旅游产业（人才）联盟的成立为契机，大
力发展智慧旅游、休闲文娱、疗养康复等海洋文旅产
业，汇聚起海洋文旅产业的强劲动能。”

联盟成立当天，中新天津生态城就与8个重点文旅
合作项目签约，总投资额达到150亿元，涵盖了文化旅
游、影视传媒、运动休闲、健康科技、酒店住宿等多个
领域，既有“老树新花”的传统文化旅游产业，也有代
表时尚前沿的新型文化旅游业态，突出了生态城文化旅
游市场的磁场效应。

天津滨海新区深挖海洋文化资源打造旅游品牌

天津海洋文化旅游
产业（人才）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 王有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2周年，由全国政协办公厅、河南省政协主办的

“旗帜飘扬——党旗国旗军旗诞生珍贵史料展”在今年
国庆期间面向社会公众全面开放，成为郑州市民游客

“打卡”的红色教育基地。
参观群众中既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也

有奋斗在平凡岗位的普通市民；既有坐着轮椅的耄耋
老人，也有蹒跚学步的稚气儿童；既有家长带着孩子
的三口之家，也有相互结伴而来的中小学生。大家纷
纷相约在这里，倾听旗帜故事，感受红色魅力，厚植
爱国情怀。

特别是有着72年党龄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战士张
秀云老人，不顾92岁的高龄亲临现场，在渡江战役的
照片处，为观众现场讲述当年冲锋陷阵的情景，让大
家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高光时
刻，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国庆期间，河南省政协文史馆带班领导、值班人
员和讲解员始终坚守岗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全力保障游客有序观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据统计，国庆长假期间共接待预约团体17批356
人，个人参观1347人，共1703人。该展自9月23日
开展以来，已接待参观人数6000余人。

郑州市民打卡“旗帜飘扬展”
向伟大祖国表白

田园风光美如画
近日，北京市平谷区夏各庄镇滨水生态公园内

百余亩油葵花次第开放，游客徜徉在金色花海中，
感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近日，在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以下简称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前
夕，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策划推出的“双奥之
城 城市之光”冬奥会主办城市系列宣传短视频在全球
主要互联网平台正式发布。

该系列短视频通过集中展示“双奥之城”北京的人
文历史、时尚潮流、冬奥元素，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
会加油助力。

首发预告片《你好，双奥之城》以2008年成功举
办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即将迎来冬奥盛会为主线，采
用节奏明快的内容制作，聚焦北京的城市风光、赛事场
馆和四季景色。“奥运”“历史”“潮流”三大篇章共12
支正片的精彩画面也在片中集中呈现。

其中，“奥运”篇主要讲述大众积极参与健身和冰雪
运动，北京已准备好迎接各国健儿共享冬奥盛会；“历史”
篇主要讲述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下，自然、都市、人文的和
谐交融；“潮流”篇则通过细节化表达、艺术化呈现，向世
界展示北京现代、开放、时尚的魅力。

今年10月到明年2月，该系列视频将在境内外主要
互联网平台陆续播出，赛时期间还将在冬奥会竞赛场馆
大屏幕滚动播放，通过线上线下的立体传播，为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营造良好的城市氛围。

“双奥之城 城市之光”
北京冬奥会主办城市系列宣传短视频正式发布

北京西郊的香山，既是一座融
自然、历史、人文景观于一体，具
有千年历史和浓郁山林特色的皇家
园林，又是一个革命的地方，一个
让人敬仰的地方。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香山
革命纪念地八处旧址接待游客7万
余人，其中很多人也直奔香山碧云
寺。这里的孙中山纪念堂也是北京
重要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地。

位于香山公园北侧的碧云寺，
创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是
一组布局紧凑、保存完好的园林式
寺庙。“普通游客前往碧云寺除了
其作为古建筑的本身价值外，更与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灵柩
曾停放在这里有着极大的关联。”
香山公园宣传科科长绪银平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
北平逝世，在中央公园（今天的中
山公园） 举行公祭之后，4 月 2
日，灵柩移往碧云寺，暂厝在金刚
宝座塔内四年。1929年春，南京
中山陵落成后，于5月 23日，连

续3天在碧云寺普明妙觉殿举行公
祭仪式，26 日，举行了奉移典
礼，之后，移灵南下，安葬于南京
中山陵。”

绪银平说，为了纪念这段历
史，将先生生前所穿的礼服、礼
帽、皮鞋等衣物，放回原殓之楠木
棺中，封入金刚宝座塔内，设立了

“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并将普明妙
觉殿辟建为“孙中山纪念堂”。

百年来，这里的一草一木，风
姿依然。

在孙中山纪念堂正厅横匾为宋
庆龄先生手书，中央安放有孙中山
先生的汉白玉全身坐像，南侧陈列
孙中山墨宝、遗著，北侧陈放着苏
联政府赠送的水晶钢棺，厅内左右
汉白玉石墙壁上镌刻着“孙中山致
苏联遗书”全文。

纪念堂两侧以图文展览的形
式，分为立志救国、领导起义、创
建民国、捍卫共和、伟大转变、抱
病北上、病逝北京、暂厝碧云、移
灵南下、永恒纪念10个篇章，概

括了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的一
生，并特别介绍了他为了国家的和
平统一而抱病北上直至最后一息的
动人场景。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掩
映于红墙苍松间的孙中山纪念堂，
更显宁静庄重。

10月 8日，在北京参加辛亥
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的辛亥革命
先辈后裔、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
海外侨胞代表，在孙中山纪念堂举
行拜谒仪式。

“非常激动。”谈起参加纪念活
动的感受，来自澳门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张宗真表
示，辛亥革命的精神就是国家要统
一、要富强，民族要复兴，今天，
中国共产党正是领导着国家和民族
向此方向前进。

加拿大温哥华潮州同乡会会长
冯汝洁则表示，在辛亥革命110周
年之际，能来香山缅怀先烈，颇感
荣幸。“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给千万穷苦大众奠定了建立新中国

的信心，也让老百姓相信，只有人民
当家作主才能争取更大的幸福。纪念
辛亥革命，也督促我们不忘初心，继
续建设好新中国。”

“孙中山纪念堂自对公众开放以
来，积极发挥连接两岸历史文化和沟
通纽带作用，参观拜谒的各界人士络
绎不绝。”香山公园党委书记、园长
孙齐炜表示，每逢纪念辛亥革命周
年，专程拜谒、瞻仰的尤多。

“2017年，碧云寺被列为北京市
首批对台交流基地。碧云寺孙中山纪
念堂也成为两岸同胞缅怀先辈、回顾
历史、品味文化的载体。”孙齐炜
说，“近几年，我们在碧云寺开办了

‘对台交流展’‘永远的怀念展览’等
形式多样的宣传展览，丰富游客的游
览体验。今后，也希望通过举办一些
具有特色的文化活动，让更多的游客
了解碧云寺的历史文化，让碧云寺成
为唤醒历史记忆、深化对台交流的展
示平台，更成为弘扬孙中山先生革命
精神、促进两岸同胞联络感情、交流
沟通的重要纽带。”

香山碧云寺：最美寺院承载的百年记忆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南京总统府景区，外地游
客来南京必到的景点。它与辛
亥革命紧密相关。

原国民政府、总统府旧址
位于南京市长江路 292 号。明
朝初年这里曾是归德侯府和汉
王府，清朝为江宁织造署、江
南总督府、两江总督署。1853
年 3 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定
都，改称天京。洪秀全在此兴
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天朝
宫殿。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
在此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1927年 4月，南京国民
政 府 成 立 ， 9 月 移 此 办 公 。
1948年 5月，蒋介石、李宗仁
在“行宪国大”上分别当选总
统和副总统，国民政府改称总
统府。1949年4月23日，人民
解放军解放南京并占领总统
府。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
页。

如今的总统府，早已归人
民享有。这里现为南京中国近
代史遗址博物馆。它以诸多保
存完好的近代中西建筑遗存，
国内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氛
围、珍贵的文物和史料吸引着
广大中外观众。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经
济学系主任林承铎第一次参观
总统府，对子超楼二楼上蒋介
石当年的办公室印象最为深
刻。

“办公室桌上的台历还停留
在 1949 年 4 月 23 日，那一天
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的日
子。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
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提
到，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

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
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
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
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
折不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
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
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
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
的历史新纪元。这使我真正体
会到历史的传承，真正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就是
中国共产党。”林承铎说。

“第七次。”台湾网络政论节
目主持人黄智贤准确地记着自己
到总统府的次数。“总统府里很
多地砖都是当年的原件，子超楼
窗户还是当年的窗户。这里的一
砖一瓦让今天的人们都能感受着
前人的努力。”黄智贤说。

虽然是第七次参观，这一
次，黄智贤依然频频举起手机拍
照。“看到很多新东西。”在新布
展的“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文
物史料展”中，展出了在康华丽
号签署 《南京条约》 时英国代表
偑戴的勋章、刻有镇压太平天国
运动洋枪队头领戈登名字的银
盘、孙中山 1912 年任职临时大
总统时在总统府内拍摄照片的原
始玻璃底片。

这些文物，有的以不同视
角呈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
的用新颖的展陈形式还原孙中
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

历史原貌。“有些文物真是
看得让人落泪。看到它

们 就 想 到 我 们 的 先 人
有多么不容易。”黄智

贤说。

总统府里悟今昔
本报记者 江迪

广东中山是我的第二故乡，
屈指一算，在这里生活了整整31
年。

金秋十月，辛亥革命迎来
110周年之际，我也想带着大家
走进中山，探寻那些仁人志士在
这座小城里的动人故事。

中山，这么一座貌似“不起
眼”的城市，为何会诞生孙中山先
生等名人？为何能培育大批中国
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
步探索道路、奋斗终身？

不同的学者大家，对这两个问
题有着各类各自的思索。而作为中
山一名普通市民的我认为，“创新”
是这片土地的基因，根植于每一位
仁人志士及至寻常百姓的脑海，最
终化为实实在在的奋斗。

中山，原名香山，1925年，为
不忘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缔造
共和之功，易名中山。这座小城没
有黄河、长江流域名城的悠久历
史，也谈不上腹地辽阔、积淀厚
重。然而，恰恰在封建社会末期，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位于珠江
口的中山，因缘际会充当了中西
货物、商贸及文化交流的窗口，成
为中国从农耕文化走向以创新、
交流、自强为核心的海洋文化。

今天，中山石岐、南朗、三乡、
五桂山、坦洲等地留存的大批老
房子，不乏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

的骑楼、碉楼、别墅或院落。
位于南朗镇翠亨村的孙中山

故居，就是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
1892年，由孙中山先生主持修建。
楼房外立面，红墙、白线，上下层前
廊的7个连续券拱，再加上屋顶女
儿墙置入光环，是典型的西式风
格；同时，屋外设有绿釉瓶式栏杆，
内部按照传统样式设置房间和家
具，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格调。

走出孙中山故居，不远处是杨
殷故居，典型的中式建筑。屋主杨
殷是中国共产党人，是省港大罢工
的重要领导者和1927年广州起义
的组织发动者之一。

在中山，这样的老屋有很多，
大都被评定为各级党史教育基地
或历史建筑。细品现场的文字或图
片，无不记载着这里的百姓投身为
民族复兴奋斗终身的伟大事业。

作别城市，走进乡村。中山的
乡村则是中国共产党活动较早的
地区之一。

早在1921年春夏之交，中山
人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华
南地区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先驱，为广东党组织的建
立奠定思想上的准备，也为中山
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3年，香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小
组成立；1924年，李华炤等32名
进步青年奔赴广州农讲所学习，随

后回乡成立农民自卫军；1925年，
中共中山党支部成立，1926年成
立中共中山县委，领导全县群众开
展革命活动；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大批中山籍共产党员积极宣传抗
日思想、发展党组织；1000多名中
山儿女参加抗日游击队，历经大小
战140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
弱胜强的战例……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
之将倾。

徜徉在广东中山，细看街名，
中山路、兴中道、孙文西路、博爱
路、民族路、民生路、民权路……
历史的烟云，已化作这座城市不
可磨灭的印记。辛亥革命的精神
之魂是爱国主义精神。100多年
前，中山大批仁人志士发出“救亡
图存”“振兴中华”的呐喊。也正是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中国
共产党人扛起了先辈未竟事业，
接续奋斗，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一个生机盎然的强大中
国最终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百余年岁月山河，沧桑巨
变换了人间。今天的中山，既有小
城市的精致优雅，也有现代都市
的繁华喧闹。创新之城，创新之
魂，只有来到过中山的人，才能感
受这里的独特魅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

中山：寻觅先生故乡的人文精神
施维雄

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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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的澳门，与
孙中山先生以及辛亥革命有着密切
的联系。这里不仅是孙中山先生早
期发表革命言论的地方，也是他行
医济世、安家置业的地方。

位于澳门连胜街的镜湖医院，
始建于1871年，是澳门历史最悠久
的医院之一。步入医院正门，抬头映
入眼帘的便是一座身穿白大褂、挂
着听诊器的青年孙中山铜像。

1892年，孙中山先生从香港
西医学院毕业后，应澳门镜湖医院
之邀到澳门行医，成为澳门首位华
人西医，并在澳门期间结识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澳门不仅
是孕育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摇篮，更
是他不断革命的重要基地。

在镜湖医院工作期间，孙中山
先生为倡导引进近代西医和西药，
先后两次向镜湖借款合共白银
3168两。这两笔借款金额接近镜
湖医院当时全年支出经费的一半，
足以证明镜湖医院对孙中山先生的
信任，以及对他宣传革命的认同。

1892年12月，孙中山先生还
在澳门开设了西医药局，在赠医施
药的同时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那期间，孙中山先生与杨鹤龄、陈
少白、尢列等好友常在水坑尾巷
14号聚会，寻求救国真理，探寻
中国出路。在活动中，他还结识了
一批有志于改革的维新派人士。

如今，在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
里，还珍藏着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工
作和生活的图片、报章等物件，诉
说着他与澳门的不解之缘。

在澳门，除了镜湖医院，文第士
街的国父纪念馆也是孙中山先生足迹
的另一个著名景点。该建筑原为砖木
结构二层楼，建成于1918年，成为孙
中山原配卢慕贞颐养天年之“孙府”。

“孙府”于1958年4月重修开放，于右
任先生题写横匾“国父纪念馆”。

国父纪念馆保留原貌，陈列展出
了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所用的物品、
在广州起义时之家具、孙中山的手稿
真迹和生前照片等。纪念馆的正门对
着松山，进门的右侧有个小花园，矗
立着一尊孙中山的铜像，铜像后边的
墙壁上镶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现在的国父纪念馆除了供人游览
之外，还是提供小型书画展览的场
所，成为文人雅士相聚的好去处。

澳门可谓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二故
乡，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始终是
起到一个大后方的作用。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澳门
各界人士在镜湖医院开会追悼。当年
澳门只有七八万人口，赴会者两万余
人，可见澳门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先生
的爱戴。而孙中山“改造中国”的政
治思想对澳门新一代华商和华人青年
转向支持或参与革命产生了直接影
响。他所从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事
业，以及祖国内地发生的翻天覆地变
化，将澳门华人的视野带到更广阔的
天地，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当下的澳门，依然深受辛亥革命和孙
中山先生人格精神的影响，爱国主义
精神在濠江薪火相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镜
湖医院行政院长）

澳门：孙中山先生的早期活动地
吴培娟

借着辛亥革命
110 周年纪念的契
机，我们沿着孙中
山先生的足迹，寻
觅山河壮阔，重温
革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