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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我在内地

“这间咖啡店是由三位土生土长的香
港青年所创办的。我很高兴看到香港青年
能够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开拓自己的天空，
实现创业美梦。”前不久，深圳前海创新
咖啡店All Day Club迎来一位特殊的客
人，他和香港青年一同品尝味道香浓的咖
啡和美味小吃，现场氛围其乐融融。这位
到访者正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行
程结束后，他还不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为咖啡店“打Call”。

作为这间咖啡店的创办者，“95 后”
香港青年赵逸朗时常会萌生一种奇妙的感
慨，“没想到，我们真的在深圳实现了自
己的创业梦！”

时光回溯到3年前的7月，“‘冲’出
梦想——Pacific Coffee x港专@大湾区
创业培训计划”在香港华润大厦举行结果
发布会。当时，在香港和深圳参加了多轮
培训和实操的 6 位香港年轻人脱颖而出。

“我和另外两位伙伴组成的小队是其中一
支优胜队伍，获得了 100 万元创业资本。
这个机会和这笔资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平台。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圆
梦大湾区，立志要在新晋的‘咖啡之城’
深圳，打造一间独具特色的咖啡店。”赵
逸朗说。

如今，几个青年人的梦渐渐有了具象

的模样：走进咖啡店内，港风元素、时尚
设计、青春风格随处可见。“我们专门选
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和明星的
海报，并且打造了‘早C晚A’模式 （早
啡 Coffee晚酒 Alcohol），跟随潮流研发新
品，还提供场地举办各类活动，让忙碌的
年轻人在这里拓宽朋友圈。”赵逸朗笑着
说，在确定店面风格时，小伙伴们就有一
个共识，要以这家咖啡馆为媒，让香港和
深圳两地青年多交朋友、多些交流。也是
基于此，他们在考察了多个地段后，最终
将店面选在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北区。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里吸引了很
多香港、深圳的创业者前来实现梦想，大
家志同道合，共同的语言、兴趣也很
多。”赵逸朗介绍，不仅如此，咖啡店还
迎来了香港中小学生、大学生和创业者的
交流团，所有人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气
氛高涨而热烈，人多时，连台阶上都坐满
了人。他们的小团队也忙得不亦乐乎，从
原来的 3个人扩编到 6个人，还聘请了内
地的咖啡师一同合作，全部都是“95
后”。

如今，赵逸朗也开启了深港“两点一
线”的工作日常。“在店里，我主要负责
空间设计和产品研发，每月会有1/3的时
间在深圳。从香港家中出发，坐巴士或地
铁去深圳都很方便，最快一个半小时就能
抵达。通常我都不会当天往返，在深圳我
还有个‘家’呢。”赵逸朗笑着说，梦工
厂有不少利好政策，符合条件的创业者不
仅可以享受一年免租期，还能以 2000 元
的月租入住人才公寓。“这对于我们创业
初期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友好’
了，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后顾之忧，让我们

能轻装上阵、敢想敢拼。”
在赵逸朗看来，对于想要来大湾区创

业、就业的香港青年而言，最重要的一
点，是踏出第一步。“不要只是想一想，
一定要行动。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推出
了很多面向香港青年的创业计划和主题交
流团，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我常和香
港朋友说，可以多关注这方面的资讯，多
来这里走走看看，把握机会。一方面了解
这边的创业环境、行业现状和消费市场，
一方面也能多结交些人脉，有更多去验证
自身想法的可行性。”

作为一个在大湾区打拼事业的年轻
人，赵逸朗对这里的创业环境感触尤深。

“相关部门、街道、园区的工作人员都非
常友善，还会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帮助对接

资源、指导开业事宜，让我们少走了很多
弯路。”赵逸朗说，深圳人开放、包容，很
乐于和香港青年分享交流。他在这里结识
了很多朋友，“我的朋友已经遍布深圳的每
个区，事业上有什么难点，也有朋友可以
互相倾诉。”

在赵逸朗看来，这家咖啡店是他梦想
的起点，也是他和身边伙伴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开拓事业的起点。“在大湾区，香港
青年有很多施展抱负、贡献青春力量的机
会，大家的干劲儿也会很足。目前，我们
正准备再开一家分店呢！”赵逸朗笑着说，

“当然，我们在筑梦的同时，也希望自己创
业的经历和品牌打造，能够成为身边人的
正能量，也能带动更多香港青年来大湾区
实现人生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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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先生曾为我们的咖啡店李家超先生曾为我们的咖啡店““打打callcall””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实地考察了圆明园、颐和园、
北海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地后，
我以此为灵感，创作了 7 件媒体作
品。”在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以下简称香港
故宫）“山林市城——游历旧园新
景”专题展览策展人郑婵琦第一次向
公众详细介绍，展览如何从当代视
角对传统园林进行再创作。近百名观
众的提问、互动，让展览的内容更加
深入人心。

“‘山林市城——游历旧园新
景’展是一次崭新的策展手法。旨在
通过动态、多媒体和声音装置呼应园
林设计哲学，从香港的角度出发，推
动公众对我国传统艺术和文化的研究
和欣赏。”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谭允芝表示，
香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同根同
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且有着独特
的表达方法。因此，香港故宫在策展
时，会融入了香港特有的文化元素。

“比如传统策展人通常会从考古学、
博物馆学的视角出发，将文物以历史
顺序进行排列展示。我们的展览还会
邀请一些优秀的香港策展人、设计师
参与布展。他们会更关注文物美不
美、功能是什么、用什么材料和技术
展示，尽量贴近生活的布展理念更容
易让当代受众产生共鸣。我们的一个
理念就是文化创新。”

此外，让更多香港青少年关注中
国文化，推动历史、艺术的教育也是
香港故宫的重点工作之一。谭允芝
说，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就源于小时
候母亲对她的耳濡目染，所以，她也
希望香港故宫能发挥这样的教育功
能。

“让年轻人热爱传统文化，一定
不能是很沉闷的形式。如果只是陈列
在柜子里，旁边配上一大段文字，很
难引起青少年的兴趣。我们要与现代
媒介接轨，与现今流行文化对话。让
他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生动的、
五彩缤纷的。要在科技的世界里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谭
允芝介绍说，香港故宫发起了一个学生文化大使项目，每年培训
100名学生，在博物馆当宣导员，做文化推广。“我们面向青少
年的教育活动，不只是单方面地带给他们文化知识，还要让他们
通过动手、动脑去参与文化传承、文化创新。”

自 2022 年 6 月 22 日开馆以来，香港故宫参观人数约为 130
万，且观众的构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谭允芝
说：“开馆第一年，受疫情影响，基本上以香港观众为主。现
在，内地观众约占50%，香港观众约占30%，还有20%是海外观
众。故宫的展品都很受欢迎，尤其是比较生活化的展品。比如5
号展厅有一件乾隆时期的器物，可以在夏天放冰进去，达到降温
等功效。很多观众看展时就感叹，原来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有‘冰
箱’了。还有三星堆的文物展也吸引很多年轻观众思考，为什么
三星堆会出现与同时代中原地区不太一样的艺术品。”

随着旅游业的复苏，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欧美各国游客赴
香港旅游的越来越多。谭允芝表示，许多海外观众相对于到香港
故宫“打卡”的意愿，远不如他们把时间花在看展览、看文物上
的满足感。“因此，我们今年也在策展上更加用心，让更多的海
外观众可以通过博物馆更多了解中国香港和内地的历史文化、发
展情况。博物馆可以发挥软实力方面的沟通作用，将我们的文化
生活面貌展现给外国观众。”

“开馆两年来，我们和卢浮宫等外国博物馆合作举办了很多
展览和交流活动，引入一些国外优秀传统文化的展览，与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共同展出。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我们将于6月与
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大型特展‘法国百年时尚——巴黎
装饰艺术博物馆服饰与珠宝珍藏’。”谭允芝笃定地说，未来，香
港故宫将继续放眼世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并在世
界文化交流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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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委员窗口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
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近日，在黑龙江鸡西市侨
属企业——卓妍文化艺术培训学校举办的“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
活动”上，中俄青少年齐声高唱《喀秋莎》的一幕，感动了现场
的观众。

今年是中俄建交 75周年，鸡西市侨联的侨属企业与俄罗斯
远东地区的艺术学校积极开展交流活动，通过歌声、舞姿、民
乐、武术等文化形式，助推中俄两国的艺术交流。在拉开文化
交流年序幕的“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上，来自海参崴六
中的师生和卓研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就舞蹈、器乐、沙画等项目
进行了多维度交流，高潮迭起。

随后，一场规模更大的中俄青少年互动活动在鸡西市文化中
心举行。鸡西市政府、鸡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鸡西市侨联为
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8个城市、400余名小朋友举行了精彩纷呈
的歌舞比赛。中俄两国的少年儿童带来了俄罗斯舞蹈《阳光的花
朵》《跳舞吧！俄罗斯》《滨海边疆的晚风》等节目，卓妍艺术培
训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了中国古典舞 《如梦》、架子鼓 《鼓舞中
国·喀秋莎》等节目，在展示各自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加深了两
国青少年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孩子们用艺术这一通用语言进行交流，增进了彼此间的
友谊。”鸡西市侨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他们将从中俄两国
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出发，推出更多系列交流活动，打造中俄文
化艺术交流品牌，特别是持续做好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对外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鸡西故事，为推动中俄文化交流贡献侨联
组织的力量。

黑龙江鸡西：

以侨为桥搭建中俄
青少年文化交流新舞台

本报融媒体记者 陈姝延

陈嘉庚先生生于 1874 年 10 月 21
日。他是中国侨界领袖人物，是一位爱
国爱乡、热心公益教育事业的爱国者。
他的一生，“八十七年如一日”，始终关
心祖国建设，坚持正义，为维护国家民
族的利益，为祖国的文化教育和公益事
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在给厦门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
中指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
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
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
族复兴之梦。”

嘉庚精神是陈嘉庚先生留下的宝贵
精神财富，是华夏儿女景仰的高贵品
格。新时代的侨联工作者更要从嘉庚精
神中不断汲取丰富营养，传承和弘扬优
秀文化基因，激发攻坚克难的斗争勇气
和创新创造的时代伟力。

新时代弘扬嘉庚精神要始终高举爱
国主义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人
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
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陈嘉庚的一生，正体现了这种鲜明
的爱国主义精神。辛亥革命时期，他加
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
命。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坚守民族气节，
带领海外侨胞坚定支持祖国抗日。内战
爆发后，他团结广大华侨积极拥护和支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毅然回国，
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亲身参加祖国建
设，号召华侨团结起来为祖国贡献力量。

新时代的侨联工作者，更要高举爱国
主义旗帜，始终站稳政治立场，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认识和把握
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发挥侨联工作优
势，勇担时代重任，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侨界力量。

新时代弘扬嘉庚精神就是要勇于奉献
敢于担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全社会弘
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
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
貌”。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永续传承的宝
贵精神力量。

陈嘉庚的一生正是奉献精神的鲜明写
照。在80余年的生涯中，不论是旅居海
外，还是回国定居，他始终将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中国的发展和国家的教育事业。陈
嘉庚以几千元的资本，经过数十年的艰苦
奋斗，成长为东南亚华侨工商业的巨子，
但他却表示“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
用。”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克己奉
公、淡泊名利，将一生所获资财全部奉献
给了祖国的教育和慈善事业。

作为政协委员，他忠实履行委员职
责，不顾年老体弱，5 个月行程 2 万余
里、16个省市自治区，提出15件提案，
为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对社会主义事
业充满了信心。

作为新时代的侨联工作者，要将克己
奉公、多作贡献的时代要求，内化为识大
体、讲奉献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自觉，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懈的奋斗姿态，脚踏实
地把每一件平凡的涉侨之事做好，书写好
建功新时代的侨联奉献故事。

新时代弘扬嘉庚精神就是要不断改革
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
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陈嘉庚一生崇尚科学，追求改革创
新，他的思想和行动体现了一种开拓进取
的精神。在企业经营上，他善于审时度
势、未雨绸缪、把握商机、大胆创新、敢
为人先。在兴学育才上，他适应时代之
需，借鉴中外文明成果，改革旧式教育，
联合陈姓私塾创办了集美小学，在闽南首
创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提倡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社会改
造上，他崇尚科学、反对愚昧，提倡移风
易俗，反对封建陋习，为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侨联工作就是要上下一心，实
事求是，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实际行
动，以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姿态，坚持
为侨服务的工作生命线，坚持“两个并
重”“两个拓展”，深化“两个建设”、织
好“两张网”、构建“两项机制”，为新时
代侨联工作添砖加瓦、增光添彩，推动侨
联在为侨服务中展现蓬勃生机。

回顾历史，“嘉庚精神”曾经激励和
感召无数海内外侨胞关心祖国的前途命
运，为祖国统一富强和民族振兴而团结奋
斗。今天，“嘉庚精神”对于凝聚侨心侨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紧紧围绕新时
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担负好党和人民
赋予的政治责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精神，聚焦“根”“魂”

“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当好海外
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和侨务工作的实
干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抒写
好侨联的时代华章。

（作者单位为四川省侨联）

新时代要传承好弘扬好嘉庚精神
——写在陈嘉庚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

龙博

“濮阳张姓文化节，是全国少有以姓氏命
名的节庆活动。一年一主题、一届一特色，旨
在推进海内外张氏宗亲深入交流，增进世界
张姓族人的文化认同和血浓于水的同胞亲
情，同时宣传了濮阳的经济、社会和人文环
境，架起濮阳连接世界的桥梁，展现中华文明
的独特魅力。”近日，在一年一度的“濮阳张姓
文化节”海外华侨华人联谊活动上，濮阳市委
副书记孙起鹏如此介绍。

正如上述所言，此次活动紧扣“龙年龙都
龙传人，同本同源铸同心”主题，突出“根”

“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邀请了14
个国家的100余位张氏宗亲代表以及海内外
著名侨领、侨商赴濮阳寻根谒祖、考察交流。

“张姓族人无论身在何处，时刻都会心神
向往祖根地，濮阳已经成为世界亿万张姓人
精神寄托的家园和寻根谒祖的圣地。”印尼中
华总商会总主席张锦雄满怀深情地说，印尼
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人民在文化、语言上同
根同源，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加强印尼
张姓华侨华人与濮阳的精神链接，将根亲文
化在印尼传承弘扬下去，不断增进新一代印
尼华侨华人对“根”的认同。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坚守着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今天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倍感亲
切温馨。”马来西亚砂拉越张氏公会会长张延
广表示，适逢中马建交 50 周年，本次联谊活
动更有意义。希望通过联谊活动增进两国民
间友谊，使双方交流更上一层楼。

联谊活动中，两位来自河南卫风乐团的
张姓表演嘉宾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身着汉服、
手持乐器，绵绵不绝的陶埙声、婉转悠扬的古
琴曲，让现场嘉宾沉迷其中。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麦克兰湖市政府大
使、中华情联谊总会会长张宪舫对表演大加
赞赏。“根亲文化、上古文化、杂技文化是濮阳
文化的精髓，近年来，通过市侨联牵线搭桥，
中华情联谊总会的舞台上多次出现濮阳文化
团体的身影。”张宪舫现场表示，希望能够邀
请乐团走出海外传播更多的中华文化。

人工智能高级工程师卜辉则关注到濮阳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在“创业中华·知名
侨商濮阳行”圆桌访谈环节，他介绍，自己曾
多次来濮阳考察交流，就人工智能数据标注
等项目与该市相关企业达成协议。“希望下一
步有更多合作。”卜辉说。

在悠扬的琴声中，活动落下帷幕。“希望
各位侨胞朋友和张氏宗亲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走进河南、了解河南，近距离感受
濮阳及中原大地的文化魅力和发展活力，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达成合作。”河
南省侨联副主席吕剑表示，未来将继续做好
桥梁，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娘家人”。

筑牢“根魂梦” 做好“侨”文章
——“2024濮阳张姓文化节”小记

通讯员 郭建栋 赵霞 本报记者 王有强

5月24日，中国女排队员倪非凡 （左
一）、龚翔宇 （左二） 为青少年球员签名。

当日，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部分队员
在澳门与青少年球员见面，交流比赛及训
练心得。中国女排将参加5月28日至6月
2日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的2024世界女
排联赛澳门站赛事。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中国女排在澳门
与青少年球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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