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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香江心语

侨务工作

交流活动

最近和家人聊天，赫然发现自己已经在
内地读书和工作超过10年。回想当年到北京
读书的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来自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学生，开新生班会老师还郑重地进
行介绍。后来渐渐发现，选择来内地读本科和
研究生的香港学生越来越多，内地已经成为
香港学生升学的热门选择。最近笔者面向香
港学生进行本科招生宣传的时候，对接的机
构都表示很多香港中学生对于到内地读本科
有浓厚的兴趣，故此组织了不少考察团，了解
内地学校的情况和招生政策。

香港中学生报考内地的高校途径多样。
以笔者工作的深圳大学为例，香港学生可以
通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港澳台侨联招或学
校自主招生的方式报考。同学可以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报考途径。深圳大学在
建校之初已经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本科生，
由于地理位置靠近香港，前往各个口岸交通
方便，不少香港的同学会考虑到深大升学。
2022年深大录取来自香港的本科新生人数
达170多人，人数仅次于来自广东省的新生。

生活方面，到内地升学可能因为文化差
异需要经历一段适应期。可是笔者的经验是，
内地的同学都很乐意帮助香港同学融入新的
生活，适应并不困难。此外，同学们也不用担心
普通话不好而造成障碍。当笔者到了内地读书

才发现，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每位同学都
有自己的口音。同时，到内地读书是学习普通
话的好机会，练就流利的普通话会成为将来就
业的优势。此外，能够在家乡以外的地方生活，
接触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和文化，会让人的眼
界更开阔，更能够包容与理解不同的生活方
式，这对未来进入社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业方面，祖国地大物博，能够有更多的
岗位种类以及机会，同时大湾区城市也积极
支持香港青年到当地就业，比如已经有允许
港澳青年报考的公务员岗位，也有各项的便
利措施。在内地的高校升学，可以提前拥有相
关的生活和实习经验，加上学校提供的校友
和校企合作资源，可以让同学们在内地就业
更有优势。即使回港就业，有内地生活或实习
经验也让同学有更大的竞争力。笔者的香港
同学，无论在内地还是回港就业，都能找到不
错的岗位，而笔者自己也借助内地广阔的发
展空间，在深圳大学找到了事业发展机会。

随着内地和香港各方面往来越来越频
繁，无论是香港学生到内地升学，还是内地学
生到香港升学，也都越来越受欢迎。能够趁年
轻，离开家乡和舒适圈，到另一个城市学习和
生活，对于眼界的开拓、个人的成长以及将
来事业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助理教授）

内地升学，香港学生有了更广阔天地
文/冯骏豪

香港经济如何走出疫情困境？撑住本地
消费，是香港短中期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稳住
本地经济大局的主要策略之一。从特区政府
策略来看，目前在香港实施的消费券计划和

“开心香港”活动是巩固本港经济复苏势头的
“组合拳”部分，两者相互配合和促进。其中，
撑住本地消费是重要一招。

我们看到，疫情过后，许多地方在“拉动
消费”上下足了功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今年春节期间，为吸引中国游客，泰国副总理
亲自接机；今年“五一”期间，“淄博烧烤”走
红，无数游客不远千里到淄博吃烧烤。这些都
是吸引外来游客消费的经典案例。

外来消费一时热闹，其实也有季节性强的
局限之处，往往在“黄金周”出现“井喷”，长假之
后则“断崖式下跌”。这种短时间的火爆，往往
令当地的接待能力受到严峻考验。接待能力不
足时，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

如果说，外来消费是“火”，令人看到人山
人海的火爆场面，本地消费则是“水”，令人感
受到细水长流的“生生不息”。外来消费和本
地消费其实是“一体两翼”，要拉动消费，两处
都需用力。

为吸引外来消费，香港特区政府今年推
出“你好，香港”活动，向内地和海外游客免费
赠送 50 万张机票，被外界称为“下了血本
了！”这一招不仅在内地，在全球都很亮眼，既
塑造了香港的好客形象，又会给香港带来实
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为刺激本地消费，特区政府今年推出的
消费券计划，向约640万名合资格市民每人派
发5000元消费券，又推出“开心香港”活动，给
市民提供消费机会。“发钱”和“花钱”对接，预
计可为市场注入约330亿元的消费动力。

那么，如何促进本地消费呢？笔者认为，
需坚持问题导向，静心调研本地消费的瓶颈
有哪些，对症下药，作出更加长远的谋划，关
键要聚焦“不敢消费”“不愿消费”“不便消费”
三个问题展开。

“不敢消费”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低，
需要增加收入。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疫
情3年期间，香港和内地以及国外联系隔断，
旅游、零售、食肆、酒店、交通运输等吸纳就业
人口最多的行业遭受重创，一些打工者或失
业、或处于半失业状态，“不敢消费”已形成气
候。笔者认为，特区政府可从两个方向着手增
加居民收入。一是延续疫情防控期间的纾困
政策，令相关企业和困难居民“缓口气”；二是
对提供就业岗位较多的行业应加大支持力
度，令普通市民能得到更多增加收入的机会。

“不愿消费”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令人满
意的商品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升级成为急
需。疫情前，本港居民每年出境消费的数额是
不小的数目，其中除了部分“刚性支出”外，有
些是因为本港无法满足其消费需求。因此，撑
本地消费须从两手着力。一是为市民提供更
多更好的商品，令市民足不出港，即可买到心
仪的商品；二是打造消费新场景，刺激市民的
消费欲望。比如，主要由全港 26 个省级同乡
社团主办的“家乡市集”如此火爆，恰恰是迎
合了很多市民长期未能返乡探亲的思乡之
苦，找准了本地消费的“兴奋点”。

“不便消费”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便捷的
购物方式和物流配送，需要改进服务。与内地
相比，本港网上支付系统、物流配送系统还有
较大差距。香港交通方便，长期以来，许多市
民习惯于到实体店购物。但也要看到，现在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网上购物。香港应
聚焦“消费便利化”改进服务，不能让这些年
轻人的订单流失。

撑住本地消费是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稳住
经济大局的主要策略，其实也应成为长远策
略。因为，本地消费不仅体现了经济活力，也
折射出本港居民的幸福指数，这件事做得好，
有经济和民生两个效益。

（本文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
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
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

撑住本地消费是香港经济复苏重招
文/屠海鸣

近日，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侨力量晋江侨
乡实践交流活动在福建晋江举办，海内外侨
胞、各地商会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
改革开放以来，“侨”对晋江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贡献，共商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进一步激发“侨力量”。

作为中国著名侨乡，晋江拥有遍及世界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万侨胞。从“三闲”起
步、“三资企业”上路、产业集群迈大步，再到构
建“13137”发展格局，每一阶段海外乡亲都为
晋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时至今日，在“晋
江经验”的指引下，全市充分发挥“侨”的优势，
闯出了一条独具侨乡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县
域经济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身为一名常年在外经商的晋江人，我时
刻牵挂家乡发展，响应家乡号召，回归创业，
回馈桑梓，助力晋江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香港晋江社团总会永远荣誉主席施能
狮说，现在中国发展环境更好了，机遇更多
了，空间更大了，在外打拼的晋江人、侨胞侨
商更要凝聚共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上奋勇争先。

作为较早一批深入非洲发展民间经贸往
来的“拓荒者”，马达加斯加华商总会会长蔡
国伟深切感受到祖（籍）国对身居海外华侨、

华商的关怀和情谊。“我们有幸成为中国改革
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
者，也将全力以赴，在未来展示出应有的责任
与担当。”他说。

今年以来，晋江全市扎实推进“聚侨引侨
和晋商回归工程”，仅4月初开展的“侨商回
归·晋品出海”海内外商贸对接活动，现场签
约订单就突破63亿元，促进了海内外资源的
优配互补。

“当前，晋江发展动能越来越充沛，为广
大侨亲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晋
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天凯认为，侨亲是

“晋江经验”的重要缔造者、参与者、践行者，
也是晋江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源泉动
力”，当前的晋江仍迫切需要凝聚侨心侨力、
汇聚侨智侨资，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画出最
大同心圆。

中国侨联副主席、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
海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起点上为广大
侨胞发挥独特优势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应
发挥和利用好这一独特优势，弘扬华侨精神、
活用侨乡文化，巩固“培根工程”、厚实“寻根
工程”，最大限度把广大侨胞中蕴藏的巨大能
量汇聚起来、发挥出来，贡献侨界更多力量、
展现侨界更大作为。

福建晋江：聚“侨力量”注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惠兵

“国家大剧院比我想象的大很
多！”香港中学生蔡心娅从小学声
乐，但走进国家大剧院演出，这还
是第一次。国家大剧院的点点滴滴
时光，都令她念念不忘，她笑着分
享：“后台的下面还有3层！”

“故宫的建筑很宏大、壮观，我
们只在课本中见到。能够身临其境
地参观真的很兴奋。我感受到了古
人的智慧和祖国的繁荣！”这是澳
门的中学生郑祖希第一次来北京，
他说，北京的繁华和厚重让他感到
震撼。

近日，应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邀
请，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
演出活动的18名香港、澳门少年
儿童在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交流参访活动。短短8天，除了参
加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他们还参
观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国家大剧
院、宋庆龄故居、中国宋庆龄青少
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北京动物
园、恭王府等历史文化景点，古典
与现代交织的北京，给港澳少年儿
童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了解，这18名港澳少年儿童
多数为首次到访北京。对于这次行
程，孩子们充满好奇，更充满期待。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太阳升起
之前，大家便早早等候在队伍中，安
静地等待观看升旗仪式。随着朝霞
映红天空，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孩

子们激动得几乎屏住了呼吸。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感

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澳门学生王耀濠说。

在宋庆龄故居，一件件手迹，一
张张照片，以及诸多文献资料和馆内
藏品，在讲解老师的介绍下更加栩栩
如生，宋庆龄先生伟大光荣的一生也
真实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在恭王府，
富丽堂皇的府邸、幽深秀丽的古典花
园以及历经7代的王府历史让大家
大开眼界；在北京动物园，憨态可掬
的大熊猫更是引起孩子们的欢呼和
惊叹……

“我希望能把宋庆龄先生伟大的
思想和精神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祖国的历
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我更加热爱自
己的国家。”

“我希望能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

“下次来北京还想去万里长城，
我想了解更多的祖国的历史！”

“我为我的祖国感到自豪，我会
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我想来内地上
大学。”

……
告别北京前，这些孩子真诚地表

达着他们此行的感受和对北京的喜
爱。而参加活动的港澳相关社团领袖
和带队老师对孩子们此行有如此大
的收获也非常感慨。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
员会副主任、澳门妇女联合总会永远
会长贺定一表示，今年首次有港澳少
年儿童来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
演出活动，更具意义。希望演出的孩
子们要将爱国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继续传扬下去。

香港女童军总会会长梁唐青仪表
示，此类活动的交流，是很好的国情教
育实践课程。她盼望今后能带领更多
香港少年儿童来内地交流和参观。

国情教育（澳门）协会会长王海
涛表示，回去之后，孩子们定会把自
己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传递给身边小
伙伴，让更多澳门少年儿童了解国
家、认知国情、爱国奋进。

香港蜚声学院创办人邝励龄表
示，看见青少年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
高歌，仿佛看见国家充满活力和希望
的未来。这次的演出经历，足以让这
些香港孩子一生难忘！

主办方介绍，5月31日至6月1
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
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3年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
童节主题演出活动在国家大剧院举
办。港澳少年儿童参加了开场的组歌
联唱，嘹亮的歌声博得了全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参演港澳少年儿童分别由
香港女童军总会和国情教育（澳门）
协会选派，来自香港蜚声学院和澳门
坊众学校。

爱北京 盼未来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参演港澳少年儿童在京交流参访小记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沿着一条潺潺流淌的眀渠，不知
不觉间来到了一处涝坝（蓄水池）。涝
坝上方赫然写着几个红色大字——中
国古代三大水利：都江堰、灵渠、坎儿
井。这就是吐鲁番坎儿井乐园了。

来到池边，瑞典北欧华人报副社
长谢志杰忍不住双手捧起一捧坎儿井
水，喝了一口，感叹道“真清爽！”

“我从小就是喝坎儿井的水长大
的，已经喝了40多年了。”看着大家
纷纷驻足尝鲜，“80后”的讲解员帕
热扎提古丽·吾守尔笑着介绍，坎儿
井是古代吐鲁番地区劳动人民为了克
服当地干旱缺水的恶劣自然条件而创
造的取水设施，通过坎儿井，天山雪
水成了当地居民进行饮用、洗衣、灌
溉等日常活动的宝贵水源。

“你看，这是坎儿井整条线路的
横断面，能清晰地看到它的五个主要
组成部分：暗渠、竖井、明渠、出水
口、涝坝。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居
民的生产、生活、生态，正是在坎儿
井流出的生命之水的滋养下完成
的。”人群中，一位精神矍铄的高个
子老伯向记者们答疑解惑。

大家一问才知晓，他是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坎儿井研究会秘书长吾
甫尔·努尔丁，研究坎儿井已有30
多年。

很多坎儿井的幕后故事，在他的
讲述中徐徐揭开：“你们现在看到的这
条坎儿井就有300年的历史，花了整
整10代人的时间，我们的先辈就是这
样一刀一铲，一抔土一抔土地开凿，
挖掘出了供这片土地居民生产生活的

‘生命之源’。当时有的竖井深达百
米，挖掘时哪怕一个小土块滑落，都
有可能被砸伤。而且竖井里的温度和
外面完全相反，夏冷冬热，匠人们冬
日常在下面挖得大汗淋漓，一出井口
则要赶紧裹上棉衣。这样的条件反

差，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常常
是累出一身的病。”

但即便如此，一代又一代人仍前赴
后继地投入到坎儿井的建造挖掘中。

“到了我们这一代，研究好、宣传好坎
儿井的历史文化，成了责无旁贷的使
命。”吾甫尔·努尔丁有些动情地说，

“我的前半生是做教育，后半生全部献
给坎儿井。”

刚进入乐园时，华人头条（北京）
公司总经理陶泓汐曾抛出一个疑问——
到底什么是坎儿井？此刻参观采访下
来，她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坎儿井是吐
鲁番绿洲的源泉，是吐鲁番人民的地下
母亲河，是吐鲁番人民智慧的结晶、顽
强拼搏精神的丰碑，更是人类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典范……

“现在，怎样去处理文物保护和现
代旅游经济提升的关系？”看着游人如
织的现场，菲律宾亚太通讯社社长刘继
明则另辟视角，提了一个“好问题”。

“传统文化遗产一直面临解好保护
与利用的‘综合题’，在这方面，坎儿
井的解题思路就很好，不同部门各有侧
重和分工。比如，文物部门会对坎儿井
做微环境的整治，水利部门会做水流量
的检测等，若要在周边建设建筑物，会
提前做好规划、加固和支撑。”刘继明
说，坎儿井乐园已然是一个好范例，现
在这里已经建成了国家4A级景区，成
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爱国教育基地，
既对原生态的资源有意识地进行保护，
又将其变成可参观的文化古迹，产生经
济收益。

一路上，刘继明始终边拍边走，将
现场的真实画面收录到镜头中。 “在
海外，我们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
一些政治势力在抹黑、歪曲新疆，我想
用镜头说话，用视频揭露他们的谎言，
让更多海外朋友看到真实、美丽、幸福
的新疆。”刘继明说。

坎儿井就是乐园坎儿井就是乐园！！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
萄沟……要是这时你到葡萄沟
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
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
你吃个够……”

还未抵达目的地时，少时
熟读的课文 《葡萄沟》，便勾
起了不少海外华文媒体记者的
回忆。此次虽未在葡萄的盛采
季到访，大家却丝毫未觉遗
憾，他们在这里品尝到了另一
种“甜”。

刚进景区门口，欢快的维
吾尔族民歌旋律便先声夺人，
眼前随之舞动起少数民族歌舞
演员火红的身影，他们敲击着
特色乐器纳格尔，用诙谐幽默
的吐鲁番鹅舞——那孜尔空舞
蹈欢迎众人。

美国华盛顿中文邮报董事
长倪涛似是“有备而来”，他
早已戴上提前买好的新疆花
帽，模仿着鹅舞的经典动作融
入其中。临近尾声时，他还在
歌舞演员的引导下单膝跪地，
向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舞蹈演
员赠送了一朵玫瑰花，现场随
即扬起一片快乐的笑声。

“吐鲁番的气温很热，但当
地少数民族同胞对我们的欢迎
更‘热’。”返程的路上，倪涛
仍在久久回味。

彼时，美国华盛顿中文电
视台副台长袁艳则和维吾尔族
姑娘、新疆文旅集团吐鲁番板
块讲解主管古丽阿塞丽·沙塔
尔挽着手，按捺不住的是“故
地重游”的兴奋。

“2003 年 我 第 一 次 到 新
疆，今年刚好 20年。”袁艳笑
着说，她记得初来葡萄沟时，

便被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当
地的民众还略显羞涩。这次再
来，能够看到当地旅游业蓬勃
发展，人们更加热情奔放，精
神面貌非常富足。

“你们这儿，好像人人都可
以成为大美新疆的宣传员。”袁
艳说。

“确实如此。”古丽阿塞
丽·沙塔尔笑着回应：“有很多
本地人像我一样做起了讲解
员，我们都很愿意宣传家乡
美。还有的在葡萄沟做起了小
买卖，销售自家的鲜食葡萄、
葡萄干和各种手工艺品，我们
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8万余元。”

听着介绍，此时的袁艳脑
海中已想好了报道的开场白
——“‘世界听我说，这里是
大美新疆葡萄沟’……”

“我要用精彩的图文和视频
向海外华侨华人和外国友人讲
述新疆人的幸福生活，更要传
递中国地域文化之美、中国民
族风情之美、中国传统文化之
美。”袁艳说。

“没来之前，我完全想不
到，炎热至极的火焰山，竟然
与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葡萄
沟如此之近，葡萄沟如同一片
绿洲，充满了生命力。”缅甸中
文传媒集团总经理张国栋的相
机里，已填满了鲜翠欲滴的葡
萄和被葡萄藤架起的长廊。

“在这里，我不仅感受到了
新疆的美丽、富饶，更感受到了
亲如一家的民族情谊。我会把这
里的所见所闻宣传到缅甸、越
南、印度去。”张国栋说。

在葡萄沟，埃及 《中国周
报》 社副社长朱新娥穿梭在络
绎不绝的游客间，她感慨道：

“吐鲁番已经将文化旅游业打造
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朝阳产业
和展示吐鲁番美丽富饶、瓜果
飘香形象的明星产业、文旅融
合发展的绿色产业。它和与之
毗邻的交河故城相映成趣，一
座古城、一大产业连接着历
史、现在与未来，让我们感受
着吐鲁番的历史人文和乡村振
兴的新风貌。”

当采访团离开葡萄沟时，
门口矗立的维吾尔族同胞雕像
正挥着手，仿佛在说：“再见，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来！”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把吐鲁番的美讲给世界听把吐鲁番的美讲给世界听
————““追梦中华追梦中华··大美新疆大美新疆””20232023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走进吐鲁番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行走进吐鲁番

本报记者 徐金玉

6月6日，由中国侨联指导，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侨联共同主办的
“ 追 梦 中 华 · 大 美 新 疆 ”

2023海外华文媒体新疆采访
行来到吐鲁番。来自马来
西亚、埃及、加拿大、美
国、德国、菲律宾等 16 个
国家和地区的 20 家海外华
文媒体以及 5 家涉侨中央媒

体记者，一同赏秀美风光，感
民俗风情，用相机记录美好瞬

间，用笔触书写动人故事。

委员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