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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热点关注
Z 同胞在线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

地无粮。”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

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也是香港曾

经长期缺水的真实写照。

1963 年 ， 香 港 遭 遇 了 一 次 非

常严重的干旱，同年 12 月，时任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拨专款引东江之

水济香港。从 1965 年起，东江正

式向香港供水，它如同祖国母亲的

脐带，把赣、粤、港三地紧紧联系

在一起。

今年夏天，来自香港、深圳的

300 多名青少年从深圳出发，溯源

而上，来到东江发源地——江西省

赣州市安远县，边走边看，感受祖

国蓬勃的发展变化，了解东江水供

港的感人历史。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

怀 其 源 。” 说 起 举 办 夏 令 营 的 初

衷，夏令营团长、深圳市政协委员

萧燕珍标准，希望通过活动帮助广

大青少年尤其是香港青少年深刻感

受到，没有祖国母亲的关怀和支

持，就不会有香港 20 世纪 70 年代

的经济腾飞，更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稳定。

为此，萧燕珍特意邀请了一位

特殊嘉宾——65 岁的龚隆寿，他

家就在东江源头的三百山下。“我

们 同 饮 一 江 水 ， 一 家 人 、 一 家

亲。”在开营仪式上，龚隆寿一开

口就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龚隆寿深情地给年轻人讲起自

己的亲历：从部队退伍后的，他在

三百山做起了护 林 员 ， 每 天 都 在

担心有没有人盗砍盗伐，有没有

人 乱 扔 烟 头 …… 虽 然 工 作 辛 苦 ，

但他从未后悔。“我们安远有丰富

的矿产资源，但为了保护环境放

弃了不少发展经济的机会。我们

深 知 ， 只 有 保 护 好 三 百 山 的 生

态，才能让深圳、香港的同胞喝

上放心水。”不久前，当龚隆寿在

维多利亚港亲眼看到了香港的繁华

后 ， 感 慨 道 ：“ 这 45 年 护 林 的 付 出

是值得的。”龚隆寿的话音未落，夏

令营里青少年和随团老师的眼里都

泛起了点点泪花。

“我们从没有想过香港的水如此

珍贵。安远的景色很美，但更让我感

动的是，淳朴的安远人民对水源保护

的坚持和牺牲。在国家大局面前，他

们从无怨言，我们心中只有由衷的敬

佩。”记者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大一学

生陈耀明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很多

夏令营的照片和这样一段话。

在随后的夏令营活动中，团员们

又来到三百山国家森林公园、饮水思

源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基地等。

“太凉爽了，心旷神怡！”大家一

边大口呼吸着负氧离子充沛的清新空

气一边徒步。当地的居民得知同学们

来自香港、深圳，纷纷热情地打起招

呼：“欢迎你们来到三百山”“欢迎来

看东江水源头”，同学们也高兴地回

应着，“谢谢你们”“明年我们还来

……”

打 卡 过 护 源 石 、 思 源 鼎 、 思 源

亭，大家来到“东江第一瀑”。站在

观瀑台上，凭栏远眺，群岭逶迤，雄

峻秀美，同学们大声呼喊着：“同饮

一江水，深港、安远一家亲！”

“这次安远之旅非常有意义，和

香港同学相处的几天非常愉快，互相

增进了解。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来参

加 。” 深 圳 南 头 中 学 的 张 子 康 告 诉

记者。

在活动接近尾声时，营员和安远

一中的同学们进行了一场友谊篮球

赛，并在校园举行了香港、深圳、安

远三地青少年联欢晚会，一个个精彩

的节目为夏令营画上圆满的句号。

安远一中的刘笑和营员陈耀明合

作演唱，她说：“虽然我们的排练时

间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很有默契，演

出的感觉很不错！”

“徽章和笔记本送给你作纪念。”

“我们加一下微信。”“常联络，来香

港一定要找我哦。”“明年再见！”大

家依依不舍告别着。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看着

同学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萧燕珍笑

着回忆起当年自己跟随父母来到安远

参加“思源之旅”夏令营时的情景。

“我父亲所在的社团在 2005 年主办了

第一次‘思源之旅’夏令营，后来我

母亲所在的社团也主办了很多次。20

年过去了，已有 2000 多名香港青少

年参加过‘思源之旅’。我也从父母

手中接过接力棒，从一名参加夏令营

的中学生成长为夏令营的团长。”她

说，作为喝东江水在香港长大的政协

委员，自己有责任承担起更多香港青

少年的爱国爱港教育工作。

悠悠东江水，浓浓三地情，饮水

思源头，血脉永相连。

一江水 三地情
——2024深港青少年“思源之旅”夏令营小记

本报记者 白杨

近日，“同根连心迎国庆·团结奋

斗创未来”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在浙江

乌镇启动。近千名港澳青年分赴浙江 9

个地市考察交流，进一步加深对国家发

展的认识，在与内地青年的交流互动中

结下新的友谊。

友谊赛、“浙里智造”唤起青年
拼搏与热爱

传球、突破、投篮，进攻默契配

合，防守一体同心。湖州德清三人篮球

馆内，随着裁判的一声清脆哨响，一场

紧张刺激、充满活力的三人制篮球赛正

式拉开帷幕。身着蓝色队服的澳门队行

动迅猛；身披红色战衣的湖州队则斗志

昂扬。赛场上，随着队友间眼神流转，

篮球划过一道道完美的弧线。现场的呐

喊声、喝彩声也是一阵高过一阵。

德清三人篮球场馆场地虽不算大，

却是杭州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的比赛场

馆，这令澳门青年很是兴奋。

擦拭着额头的汗珠，澳门参赛选手

容国翔说道：“在亚运场馆打球是一种

特殊的体验。”

“球赛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共同

话题。”与澳门青年一起下球场的湖州青年

沈翌哲在团队合作中寻找着彼此间的默契。

在湖州，青年的交流不止于一场酣

畅淋漓的球赛。在湖州市政协侨 （台）

联界别活动室 （委员工作室） 的茶香

中，大家谈起在江南童装智慧园区的所

见所闻，又是一番感慨。看完织里童装

从创意、研发，到设计、加工制造，再

到线上线下销售、物流、品牌运营等全

流程业态，对童装设计很感兴趣的澳门

青年洪同学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来湖州学

习和发展。

“多来浙江、湖州走走看看，感受祖

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共同为书写中华文

明的辉煌篇章贡献力量。”湖州市政协副

主席、市侨联主席王青发出诚挚邀请。

藏书楼让青年与传统对对碰

“这里风景优美，整个建筑都很古

朴。”“我应该穿上新买的马面裙，在这里

拍照打卡。”在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茂新

村，不少香港青年在参观宁波家风馆时，

纷纷在老房子前打卡合影，用镜头记下穿

越千年的画面。

家风馆中，大家聆听了圣人家风、伟

人家风、族人家风、名人家风、烈士家

风 、 母 亲 家 风 、 百 姓 家 风 等 传 承 故 事 。

“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宁波的名人，特别是

他们浓浓的爱国情怀，让我感触很深。”

香港青年罗宇晴说。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

书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

之一，港澳青年来甬也一定会到此地打卡。

“ 没 想 到 这 座 藏 书 阁 历 经 几 百 年 之

久，还能将书保存得完好无损，太了不起

了。”香港青年陈钰恩表示，现在香港青

年看电子书比较多，像这样的古籍只能在

博物馆见到，而在天一阁可以近距离观赏

到古籍，太震撼了。

“水中要放几种颜色？”“制作完成后

要怎么弄干？”“下一个我来体验！”港澳

青年对天一阁博物院准备的体验漆扇、拓

印等传统手工技艺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大家在扇面上题写了自己的名字和日

期作为此次文化之旅的珍贵纪念。

海曙与香港根脉相连、人文相近、经

济相融，从这里走出了大量闻名四海的

“宁波帮”，海曙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

主任崔昱对港澳青年表达着欢迎，鼓励大

家多来研学交流、创业创新，一同促进两

地社会经济发展。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委统战部会同香港

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澳门苏浙沪同乡会

等单位、团体共同举办，旨在深化浙港澳

青年伙伴交友联谊，激励浙港澳青年强

化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自

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

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举办下去，为更

多港澳青年提供了解祖国、增进文化认

同的机会。”本次活动的港中旅领队沈雪

梅告诉记者，近年来她每年都带领香港

学生来浙江参观学习，香港学生普通话

水平的提升对学习、理解传统文化有很

大的帮助，两地青年之间的交流与友谊

也在日益加深。

“浙里”同根连心
——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包玉院 戴金红 周秉

近日，由中国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促

进会主办的“祖国科技振兴之旅”活动在

宁夏、香港两地举行，15 名香港青年与 29

名宁夏青年一同开启“双向奔赴”之旅。

“香港没有沙漠，这次来到宁夏，我心

心念念的愿望实现了——去沙漠骑骆驼。”

香港青年张欣悦激动地说。

宁夏青年陈炳元则告诉记者，香港之

行他最期待的景点是维多利亚港，“因为上

一次看海还是在五六岁的时候。”活动主办

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暑假是香港青年赴内

地 交 流 和 实 习 的 旺 季 。 对 于 香 港 学 子 来

说，到内地实习、交流，既是一次拓宽视

野、寻找职业定位的锻炼，又是一段感知

内地现状、把握国家发展脉动的历程。本

次活动将宁夏、香港青年混合分为 5 组，旨

在增进两地青年友谊。

近年来，宁夏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

员 会 在 搭 建 港 澳 与 内 地 青 年 交 流 平 台 中 ，

发挥着桥梁作用。徐小龙是宁港青年交流

促 进 会 永 远 名 誉 主 席 ， 也 是 第 八 届 、 九

届、十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他一

直积极参与推动香港学生赴内地实习，每

年暑期安排组织香港大学生前往北京、宁

夏、珠海等 5 个内陆地区实习。

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的黄允儿，这个

暑期选择到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

习，从事与自己专业契合度较高的行政工

作。“通过实习，我与团队沟通协作以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是一次难

忘的成长经历。”黄允儿说。

“我想通过此次机会积累实习经验，提

前了解国有企业的工作氛围，为今后职业

选择作参考。”在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质

检中心实习的香港城市大学大一学生蔡沛

恩表示，此次实习获益良多，成长不少。

实习期间，主办方还组织实习青年赴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闽宁镇等地开展区情

考察，领略宁夏产业发展和闽宁协作乡村振兴情况，感知当地风土

人情，了解国家发展历程。在闽宁镇新貌展示馆，学生们认真聆听

讲解，了解到闽宁镇的历史变迁，感叹从“干沙滩”到“金沙滩”

的巨大变化。

“通过实习，香港青年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目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感知内地的发

展巨变。”徐小龙介绍说，许多香港学生回去后主动与同学、朋

友、家人介绍祖国的发展变化，分享活动见闻，让更多香港同胞增

加对祖国的认同感，培养宁港两地学子爱国爱港之情。

从太平山顶到贺兰山麓，宁港两地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

青年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大家在交流和学习中相识相知，进一步增

进了友谊，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2023 年，已成功

举办 10 届的“宁夏优秀学生赴港澳夏令营”，正成为宁夏富有成效

的特色品牌活动，未来他们将继续积极搭建港澳与内地青年交流平

台、推动爱国爱港爱澳优良传统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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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采访不仅加深了大家对寿

县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增强

了我们讲好楚文化的安徽故事、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使命。”日

前，“追梦中华·侨兴江淮”2024 海外

华文媒体安徽采访团来到安徽省淮南

市寿县，走进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

基地寿县古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在

领略这座古城独特韵味的同时，海外

华文媒体的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向全世

界讲好安徽的楚文化故事。

“大家触摸一下我们这古城墙的

砖，看看手感怎么样？它们可是已经

900 多岁了。”站在寿县古城外，随着

讲解员梅君的开场白，采访团一行触

摸着古城墙的纹理，感受着古城墙的

温度，瞬间体会到什么叫“一眼千年”，

心底也升腾起对这座古城的敬畏和探

寻这段历史的冲动。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楚文

化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楚国八百

年，从蛮夷到文明，从霸主到衰亡，王

国余晖，终在寿春（今寿县）落幕。公元

前 241 年，为避秦兵，楚考烈王把国都

迁往寿春。寿春，也成为楚国最后一座

都城。

寿 县 古 城 墙 始 建 于 春 秋 战 国 时

期，现存的城墙于北宋年间开工，南宋

年间建成，明清时曾多次修葺。“这里

吹过的风都是文化，脚踩的土地皆是

历史。”梅君是土生土长的寿县人，在

她的讲解中，洋溢着这座古城带给她

的文化浸润，以及她对这座古城的热

爱。“大家看看地上斑驳的车辙，城墙

上的铭文砖，都是古城悠长历史的见

证。”

寿县古城呈方形，周长 7147 米，

城有四门，分别为宾阳、通淝、定湖、靖

淮。“著名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站在古城“淝水古战场”石碑旁，梅君

生 动 地 讲 起 公 元 383 年 秦 晋 淝 水 之

战，“这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

战役，成语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便出自

于此。”从城墙上远眺八公山，让人仿

佛看到 1700 多年前群雄争霸、金戈铁

马的场景。

“城墙不仅具有军事防御功能，还

兼具防水、防洪作用，在历史上多次抵御

洪水侵袭，守护这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

全。”梅君说，20 世纪 90 年代大洪水，城

外洪水泛滥，居民坐在城墙上可以钓鱼，

但城内安然无恙。“城墙在，家就在。这种

思想在我们寿县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

的。”

告别古城墙，采访团一行走进全国

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安徽

楚文化博物馆，探寻楚国最后的辉煌与

衰落。

步入展厅，眼前高 113 厘米、口径 87

厘米的楚大鼎吸引人们驻足。“鼎”自古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体量巨大，魁伟

霸气的楚大鼎，无疑是彰显楚人“问鼎中

原”野心的最好印证。“楚大鼎是我国第

二大古代铜鼎，仅次于商代后母戊鼎。”

讲解员介绍说，鼎在当时是国之重器，楚

大鼎正是出土于楚幽王墓。

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展厅正中，镇

馆之宝“越王者旨于赐剑”就是这一时期

合纵连横的见证。这把 1996 年出土于寿

县蔡国贵族 3号墓葬的越王剑，根据剑上

的铭文，该剑为越王勾践之子在位时所

铸造。一把越王剑为何会出现在蔡国墓

葬中呢？讲解员说，战国时期，吴、越、楚、

蔡四国在江淮地区博弈，这把剑应该就

是蔡越两国交好的信物。

“哇，金山。”闻听此声，面前已是由

158 枚楚金币搭建而成的“金山”。“楚地

盛产黄金，货币制度十分发达。”讲解员

介绍，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寿春城遗址

及周边出土的楚金币多达 195 块，数量

为全国之最。金币多用于贵族间的大宗

商贸和跨国商贸活动，大量楚金币的发

现，说明了楚国当时高度发达的经济贸

易水平。

从寿县文旅部门获知，随着武王墩

墓的发掘，楚文化的安徽故事还将继续

给世界带来更多精彩。

一座有历史的城市，总是让人敬仰、

让人憧憬。采访结束后，《华尔街先驱报》

常务副总编殷杉发文称，海外华文媒体

通过对安徽寿县的采访与报道，为寿县

古城与世界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让海外

读者更加关注和珍视来自中国的古老历

史遗存。

一眼千年，讲好楚文化的安徽故事
纪娟丽

“看过这个展览，我们更懂得什

么是真正的爱国情怀。南侨机工在国

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他们的奉献精

神让我深受感动……”带着孩子来观

展的广州市民胡先生感慨地说。8 月

22 日，由厦门华侨博物院和广州华

侨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原创专题展——

“祖国不会忘记——南侨机工回国抗

战纪念展”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展出。

该纪念展是厦门华侨博物院基本

陈列“华侨华人”展的一次重要延伸

性 精 品 展 览 ， 共 分 为 “ 共 赴 国 难 ”

“ 祖 国 召 唤 ”“ 血 铸 丰 碑 ”“ 艰 辛 归

程”“千秋铭记”五个部分，通过大

量文物、珍贵历史照片展现近百年来

华侨史上最集中、最有组织、影响最

为深远的一次爱国主义行动。还特别

设置了“致敬英雄”互动装置和纪念

印章打卡点，以让展览呈现出最好的

效果。

厦门华侨博物院作为国内最早研

究并展示“南侨机工”主题的国家一

级博物馆，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主持创办。南侨机工，全称“南洋

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中国抗战

史上不容忘记的一个英雄群体。全面

抗战时期，3200 多人的南洋华侨机

工积极响应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

号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

民族自觉，归国参战。为征集南侨机工

资料，自 1993 年起，华侨博物院多次

前往云南等地开展调查和文物的收集工

作。先后于 1995 年赴昆明推出 《南侨

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展》；同年，在

吉隆坡、怡保、槟城、马六甲、新山等

东南亚 5 座城市巡回展出 《南侨机工参

加中国抗战图片展》；2014 年，赴海南

省博物馆举办了 《铁血滇缅——南侨机

工回国抗战 75 周年纪念展》。2015 年，

又根据新增的部分文物实物及历史照

片，充实展览内容，在纪念世界反法西

斯 战 争 胜 利 暨 抗 战 胜 利 70 周 年 之 际 ，

延伸打造 《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展》

展览，更为系统全面地展出南侨机工回

国抗战的英勇事迹，引起社会各界对南

侨机工的更多关注。

今年是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

年和南侨机工回国抗战 85 周年，值此

之际，华侨博物院将展览输送到广州展

出，集中两地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挖掘

华侨文化的深刻内涵，致敬华侨抗战英

雄，让更多人铭记南侨机工抗战历史，

传承南侨机工精神，感悟到历久弥新的

华侨精神，讲好新时代侨的故事。

百余件藏品展现南侨赤子功勋
——“祖国不会忘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展”在广州展出

本报记者 照宁

近日，“今朝更好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名家作品展”在香

港会展中心开幕。展览共展出 120 余幅作品，包括来自内地的 100 幅典藏精品；

另外 20 余幅作品为港澳地区当代知名艺术家所作。 新华社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75周年名家作品展在港开幕周年名家作品展在港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