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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交流

委员窗口

“一颗‘蛋’卖15元？香港街头排队
爆火的甜品到底有多好吃？”

“物价感人的香港大排档，越吃越过
瘾的晚上！”

……
近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

目管理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
体部、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哔哩
哔哩（B 站）与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

“青年新旅行 港风新体验”专题创作活
动正式上线，活动中，已有13余位B站
UP主（上传者）及其团队，与香港青年
一起深度走入香港日常生活，用镜头记
录香港活色生香的动人故事。

传统韵味十足的“回礼”

镜头中，她一袭浅绿旗袍，手持一
把花丝扇，扇面精巧雅致，金丝灵动夺
目，随香港电影《花样年华》的配乐一
开一合，尽显东方古典之美……

“这把花丝扇，全凭手工打造，从构
思到设计到制作，一共耗时20多天，是
我现在最满意的作品。”“80后”UP主雁
鸿笑着说，而这份投注了满满诚意的非
遗作品，正是她献给此次香港之行的“礼
物”。

“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谈及此次
受邀到香港体验，雁鸿的言语间仍难掩
兴奋，“我几乎逛遍了自己能去的所有展
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艺术馆以
及维多利亚港附近的很多艺术展，真像
打开新世界一样‘大饱眼福’，每到一处，
都能感受浓郁的文化气息，捕捉到不可
多得的创作灵感。”

在一个外销展馆的藏品厅内，她隔
着玻璃窗，面向展品驻足良久。“那是
一把花丝扇，它的工艺细腻到了极
致！”作为一位国家级非遗花丝制作技
艺的青年传承人，雁鸿对匠人巧夺天工
的技法相当着迷，也是从那时起，她萌
生了新的创意，“我想为香港文化传播
做点什么，不如也做一把花丝扇吧！”

当维多利亚港的海风轻拂衣裙，她脑
海里的作品渐渐有了主角的轮廓。“维多
利亚港太美了，我要把它融入设计，让这
把花丝扇既有港风特色，又有传统韵味。”

雁鸿为折扇设计了19个扇片，为
做到大小统一，她专门打造了一款全新
的模具。“折扇边框固定后，再把花丝
搓成麻花丝，在边框内‘作画’，为它
装点上花纹、缠枝纹等。”雁鸿坦言，
这些工艺虽然繁复，但难度显然不及对
建筑的塑造。“日常的花丝作品中很少
见到如建筑轮廓式的直线条，也正是因
为直线不好焊接，很难成功。为了攻克
这个难关，我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直
到摸索出一种折法，才使得作品没有留
下遗憾。”

端详最后的成品：金灿灿的水波纹
正轻轻浮动，映衬着维多利亚港湾如画
的风景，彼时，紫荆花在两侧盛放，观赏
者的鼻尖似已飘来花香。

两把扇子，一把在香港，一把在成
都，一把由匠人所作，一把出自当代青年
之手，它们仿若是时空交汇的传承序曲，
也拨动着雁鸿对香港这一中外文化艺术
交流中心的无限神往。

“回来以后，我总想着何时能够再
去！没想到，成都和香港通高铁了！以
后出行更方便，心心念念的香港之行，可
以随时启程。”雁鸿说。

大都市里的温暖“底色”

拾级而上，穿过狭窄而幽长的楼梯

口，UP主“江湖举人”（以
下简称“举人”）推门走进
一家“二楼书店”。这里
空间很小，书籍“拥挤”
却很井然，店家和读者
似乎未觉察有外来
客，他们或整理书架，
或沉浸书中，翻页声清
晰可闻。

作 为 一 位 读 书 博
主，也曾到过不少书店

“打卡”的“举人”，此时却
有些恍惚。“在寸土寸金的旺
角，这家不起眼的小店是如此特别。”
关门的那一刻，他有种强烈的感觉，

“世界静了，都市的喧嚣仿佛被挡在门
外”。

“‘二楼书店’，这个称谓其实并
非店名，而是香港的一种文化现象。”

“举人”将这段过往娓娓道来：在20世
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一些知识分子深
感当地文化土壤匮乏，商量出一个较为
直观的解决办法——开书店。书店的选
址在繁华街区，由于租金较高，只好开
在楼上，“二楼书店”由此得名。

如今，近70年寒来暑往，店面所
在的楼层或许增高了，变为三楼、四
楼、五楼，但这一文化符号却依然屹立
不倒……

“‘二楼书店’，如同一座灯塔，给了
很多渴望读书的人以慰藉，也成为香港
文化圈特别的存在。在保持经济飞速发
展的当下，香港依然有这些‘闹中取静’
的地方可以放慢脚步，何尝不是保留了
一座城市最温暖的人文底色？”“举人”
说，在香港的另一处——小渔村大澳，当
耳畔鼓声雷动、眼前彩旗飘扬，传承百年
的龙舟游涌呈现在眼前时，他同样深有
感触。“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义无反顾地
接过父辈手中的桨，成为这项国家级非
遗经久不衰最坚定的力量。”

“举人”说，他三次来港，属这次
最深入，也最动容。“过去，我的认识
是单一的，只知晓香港是国际大都市，
是购物天堂，来香港的首要目的就是购
物。这次体验，让我看到了香港的另一
面，香港变得更加立体、可爱、可敬。
无论是渔村里的非遗传承，还是‘二楼
书店’的坚挺，都饱含着对传统文化最
宝贵的‘守护’。”

美食天堂的“烟火气”

“香港的那家鱼片猪润粥，实在太
好吃了！它的粥底用鱼骨汤熬制，再加
上新鲜的鱼片和饱满大块的猪肝，味道
非常鲜美，那种幸福感、满足感，简直
爆棚！”“90后”UP主“渣叔爱酒”哪
怕此刻回想起这份美食，都有垂涎欲滴
之感。

今年，是“渣叔”时隔整
整10年后再来香港，本

以为漫长的时间会带
来疏离和陌生感，
但出乎意料地，
他如同遇见久别
重 逢 的 “ 老
友”，竟格外地
感到亲切。

“或许，和
我的电影情结有
关。我是看着香

港 电 影 长 大 的 ，
置身于早已深深刻

入 脑 海 里 的 香 港 街
道，就是那般熟悉、自

然！”而作为美食UP主，当他从旺
角、油麻地，一路吃到尖沙咀，在香港
数不胜数的特色美食中流连忘返时，那
份亲切又平添了一种幸福的味道。

“香港最好吃的，在街头！这里是美
食天堂，值得尝试的实在太多了！你可
以去吃爆炒海鲜、烧鹅、清汤牛腩面、竹
升面、鲜虾云吞……云吞里，会有一整个
完整的虾仁，饱满鲜嫩，这和粤菜的风格
也很相近，主打一个食材新鲜！”“渣叔”
如同香港本地人一样，连续报上十几样

“菜名”，连珠炮式地分享着。
于他而言，哪怕一碗简简单单的清

汤牛腩面，都很有香港味道。“它的分
量很足，肉很扎实，在生活节奏快的香
港，牛腩面很好地兼顾了吃好、吃饱又
吃得快的优点。不少街头小吃，都有这
样的特色。”

在他的“必吃榜”中，有很多是已开
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店，那里也是当地的
街坊邻居常光顾的地方。“在这些店里，
能够尝到很地道的香港风味，也能感受
到市井生活里十足的‘烟火气’。有时，
赶上用餐高峰，我还会和香港本地市民
一起拼桌，像唠家常一样聊起彼此的生
活。”他至今记得，有一位很热情的香港
阿姨，问他从哪里来，来了多久，看他拍
摄视频，还很乐意帮忙出镜！

“在香港，除了美食的‘火热’，我感
触最多的就是人的热情，无论是餐饮店的
老板、食客，还是出租车司机、偶遇的陌
生人，大家都很友善，虽然只是匆匆一
遇，心底的暖意却久久未散。”“渣叔”
说，“香港也是一个很适合旅行的地方，
它既有各式各样的展览和文化演出，能够
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又有丰富多样的美
食，能够让人的味蕾充满愉悦。”

如今，从他生活的杭州飞到香港很便
利，路程仅两个半小时。今年，他已去了
两次香港，正计划再去。“我希望多拍些
真实、快乐的视频，让大家知道香港是个
值得一去再去的好地方。”

青春力量架起“友谊桥”

这些天来，哔哩哔哩公共事务高级总
监王欣一直关注着UP主们的视频创作。

“舞蹈类、知识类、非遗类、美食类等各
方向的UP主各显神通，他们创作的视
频，展现了香港与内地一脉相承又别具特
色的传统文化，勾勒出香港生机勃勃的复
常图景，广受网友好评。截至 8 月 30
日，有的单体视频观看量已经达到256.3
万！”王欣笑着说。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6周年，随着
内地与香港恢复全面通关，游客往来日渐
频繁。“B站作为青年汇聚的视频平台，很
希望发挥青年群体的力量，用镜头记录和
呈现香港的多面精彩，带动更多年轻人认
识香港、喜欢香港。”王欣介绍，为此，他们
和香港旅游发展局在前期共同策划了交
流项目，为UP主们送上了三个体验大礼
包——文化传承之旅、经典影视剧 IP回
忆杀、本土风貌深度游。

“很多 UP 主反馈说，这次参观体
验，不是走马观花地看，而是能够深入到
香港百姓的生活当中，为香港平凡人的奋
斗故事所打动。”王欣说，例如大家参观
了荃湾三栋屋博物馆，这家曾是客家围屋
的博物馆，现已成为法定古迹。博物馆的
创始人萧国健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这一非遗文化，为此放弃了国外的高薪职
业。再比如，大家来到香港百年的水果批
发市场——果栏，当果农们凌晨两三点忙
碌的身影映入眼帘时，不用别的语言修
饰，内地青年已深切感受到吃苦耐劳、勤
奋拼搏的“狮子山精神”。

“此次，我们不仅组织了内地青年到
香港去采风创作，香港旅游发展局也专门
选派了管培生（管理培训生）来与内地青
年交流，全程陪同他们的香港之行。这些
管培生在香港出生长大，对香港最为熟
悉，和内地青年有很多共同话题。希望两
地青年能够在价值观的养成过程中共享、
共创、共赏。”王欣说，“‘青年新旅行
港风新体验’活动从8月22日启动，将
持续至10月7日结束，横跨了七夕、中
秋和国庆等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也希望在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更多内地青年到
香港去体验、去拍摄视频作品，讲述他们
眼中不一样的香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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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
长盛不衰的精神力量的鼓舞，需要从源
远流长的传统思想中寻找智慧。回归传
统、回归文化，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念和
信心，以便适应世局的风云变幻，迎接
前所未有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用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
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概括和总
结。

澳门是中华文化近代发展的一个缩
影，也精彩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特性。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港
口城市，澳门向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
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者和坚
定守护者，又是中国最早最持久与西方
文化交往交锋交流的前沿阵地。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在澳门
共存共生共荣，形成了中西并举、古今
同在、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城市特

性，塑造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城市精神，不仅创新
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构
筑了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桥梁，还成
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兼容并蓄的典
范。

回顾澳门的发展历程，独特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与文化以及我们对历
史文化的态度息息相关。我们有充分的理
由相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守护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充分展现中华文
化的突出特性，是澳门在历史长河中屹立
不倒的看家法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
澳门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最大
最宝贵的财富。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
与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说，“国
家所需、澳门所长”，毫无疑问，澳门在

国家发展战略中最有价值、最能贡献力量
的也是文化。以文化强澳并以文化强澳参
与文化强国，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中心任
务。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困难和挑战
在所难免。其中一大挑战，就是西方世
界对中国价值、中国理念和中国发展的
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故意误读、曲解、抹
黑、围堵。将中华文化鲜明特性和价值
追求延展至世界维度，实现中外话语体
系在价值观念上的开创性对接，港澳义
不容辞，责无旁贷。事实上，港澳对外文
化交流的经验，形成了中外都容易理解
接受的独特话语体系，也建立了广泛的
对外联系网络。这是港澳的特殊优势，
也是国家赋予港澳特区的光荣使命。

在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

中，港澳分别定位为中外文艺交流中心和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交流合
作的基地。中外文化交流是澳门的传统功
能，我们有条件、有意愿、有经验、有能
力也有网络去肩负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
全力以赴传承发展文化，促进国际人文交
流，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
平台，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提
高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于8月成立
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期待成员能齐心
协力促进中国的国际人文交流，特别是与
葡语国家的交流合作，使澳门文化在国家
发展战略中扮演更加积极、更加关键的角
色。澳门文化能够薪火相传，是文化界前
辈默默耕耘的结果；澳门文化今天的繁荣
局面，有每一位澳门文化人士的功劳；澳
门文化未来的发展，也有赖于大家继续努
力。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将成为团结、凝
聚澳门文化界力量和智慧、服务澳门文化
界人士的一个平台，也是澳门文化界参与
文化强国、文化强澳的一个平台。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澳门文化界要有新担当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 吴志良

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双带着真诚
笑意的眼睛，一身中国风的丝绸服饰，
在对外交流中，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
省工商联副主席于晓怡总是这样的

“标配”。8月2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
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报到现场，当记者
捕捉到于晓怡的身影时，她正和来自
各地的侨界朋友热情交流着。

“很荣幸来参加这次大会，这是全体
侨界人士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我也会以
此为起点，对外宣讲好中国故事，以侨筑
桥，展现新担当。”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
话，对于晓怡来说，却是一贯的“侨”心使
然，是一次又一次实实在在地践行。

从留学海外说起

于晓怡常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
受益者。20世纪90年代，乘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她出国留学。毕业后，在
新加坡创业并小有收获。但在海外事
业发展越来越好的同时，于晓怡却无
比思念自己的祖国。

“那时候，我的父亲，以及父母双
方的亲属多在海外。大家都劝我留在
国外发展，特别是生活在美国的父亲
一直希望我移民美国。”回忆起20多
年前的那段时光，于晓怡历历在目。
新加坡的事业红红火火，在美国的父
亲亲情呼唤，还有大洋洲、东南亚、欧
洲的亲属，都在对她摇出橄榄枝；而她
本身有语言优势，有专业优势，有事业
基础，到哪里，都应该会不错。但思考
再三，她还是毅然回国。

幸运的是，回国第一站，于晓怡便立
足在深圳，赶上特区建设的黄金时期。

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后，于晓
怡快速成长起来，从白手起家的创业
者成长为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
席、省民间对外交流合作商会会长，也
担任了山东省最大外经贸集团——新
华锦集团监事会主席。

“你能相信吗？当初我不顾国外亲
友的劝说毅然回国，他们都很惋惜。现
在，他们都羡慕我在国内赶上的发展机
遇和取得的成绩。我比他们都过得
好！”说到这里，于晓怡自豪地笑了。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对比，更让于
晓怡时刻心怀感恩，在发展事业的同
时，更牢记作为侨眷在对外交流中应

该发挥的作用。

讲好中国故事

自从回国后，于晓怡便把在海外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当
成一项使命。特别是作为山东人，儒
家经典、孔孟之道是她向世界宣讲中
国文化的最好载体。“联合国总部大厅
里也悬挂着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孔子热’
和‘儒家文化热’，并且还在不断升
温。这说明儒家的一些思想符合当代
社会文化的需求，对我们发展对外友
好交往来讲，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
益资源。”她说。

于晓怡也是“丝路一家亲”国际合
作的30个国内民间组织中唯一一位
来自省属民间组织的代表，她格外重
视这个身份，带领山东省民间对外交
流合作商会全身心投入到“一带一路”
民间组织交流合作中。

在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暨
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上，她倾情解
读：“中国商业文明是源远流长、积淀
丰厚的中华优秀文化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唐宋时期的中国已经形成了
开放、自由、文明的商业帝国，其代表
就是从中国出发、连接亚欧非的陆上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在纽约举办的民间组织国际合作
与社会服务主题论坛上，她真诚呼吁：

“让互相再了解、再理解成为合作之门
的钥匙……”

参加联合国民间组织大会、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边会、
中美企业家座谈会、首届上合组织人
民论坛、C20线上会议等国际性民间
会议，并多次作为中国民间组织代表
和民营企业家代表发言……如此的
经历，对于晓怡来说，不胜枚举。

当好政协委员

《奏响齐鲁文化黄钟大吕 文明互
鉴交融金声玉振》《为打造对外开放新
高地贡献民间智慧和力量》《关于充分
发挥民间商协会在对外交往工作中作
用的提案》《精准聚焦山东经济文化建
设发展大局 构建新型民间对外友好
交往体系》……一件件提案，一份份发
言，于晓怡已经数不清自己多少次在政
协会议上为民间对外交往工作建言献
策了。在她看来，对外宣讲，对内鼓与
呼，都是她与生俱来的使命和职责。“身
为政协委员，要自觉把‘国之大者’作为

‘责之重者’，以亲历、亲见、亲闻，讲好
身边故事，讲好政协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为国履职，为
民尽责’的情怀和风采。”她说。

在山东省首届最美政协人评选
中，于晓怡如此定位自己作为委员的
职责：“我们有幸生逢伟大的新时代，
奉献新时代、建功新时代是每一个政
协委员应尽职责。”

山东省政协常委于晓怡：

相知无远近 侨心来筑桥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徐金玉

“真为港澳青年感到高兴！”8月25
日，参加了十四届全国政协第九次双周
协商座谈会后，由北京返港的航班上，
我不由得在心中想说出这句话。耳边
回响的，是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对助力港澳
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大局的“四个要”；是
十余位全国政协委员从各自角度出发
所畅谈的建议；是国家相关部门代表所
作的实实在在回应。

如此高规格的会议，3个小时的
交流，再加上前期多次的调研、研讨，
都是为了港澳青年，用心之切，用情之
深，有目共睹。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履职
正确方向，增强建言献策的针对性和
思想引领的实效性。要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与时俱进搭建新的平台载体，完
善工作机制，引导港澳青少年深刻认
识国家发展成就、大政方针，增强国家
意识和爱国精神。要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积极议政建言，助力港澳青年抓住
历史机遇，更好报效国家、服务港澳、
实现个人发展。要立足实际和本职岗
位，为港澳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有实
效性、更具精准化的服务和帮助。”
王沪宁主席的一番话，高瞻远瞩又落
到实处，既是方向指导，也是工作要
求。作为港区政协委员，我更加深感
自己在此项工作中的重要责任。

我又回想起前几年发生在香港的
一些风波，以及在风波中受蛊惑而误
入歧途的那些香港青年，真是令人痛
心。好在这几年，在国安法的保驾护
航下，香港已经恢复平静，重新走上经
济发展的轨道。更令人振奋的是，中

央越来越重视港澳青年的爱国主义教
育工作，各方力量纷纷加入进来，给予
特区青年共同的关爱，有更多的好政
策和好平台接纳他们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包括政协委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
士也积极施以援手、大力推动，港澳青
年正在大踏步地与祖国内地接轨。

以今年暑期为例，难以数计的港
澳青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入内地，
或实习，或游历，或学习，或交流。我
们看到，他们的活动参与式、体验式的
越来越多，走马观花的越来越少；他们
的脚步越来越远，跨越大湾区，遍布祖
国的山山水水；他们的收获越来越大，
不限于简单的印象，更入脑入心，甚至
一次行程改变着他们的长远打算……
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感悟国家发展脉
搏，从中央到各地方给予大力支持，港
澳特区政府出资推动，各界积极参与，
这些青年人何等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格外关心港澳
青年，今年5月和7月，分别给澳门科
技大学和香港培侨中学师生回信，勉
励他们厚植家国情怀，积极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作为多年热衷于青年工作
的我来说，怎么能不为他们高兴！

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虽然已经落
幕，但作为港区政协委员，我深知，推动
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大局是一项持久而艰
巨的任务，我们当更加努力，更近距离地
走近青年，去带动他们、引导他们。“十四
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
路”建设，如此多的时代机遇面前，相信
他们一定会大展身手，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为他们加油！

（作者系香港经济民生联盟执委）

为港澳青年加油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胡剑江

委员时评

濠江之声

雁鸿展示制作的花丝扇

““渣叔渣叔””体验地体验地
道的香港美食道的香港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