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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7月3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3日发表最新零
售业销货额数字显示，2023 年 5 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
为 345亿港元，同比上升 18.4%。

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4 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修订估计
同比上升 14.9%。2023年前 5个月合计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
计同比上升 21%。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惠于访港旅游业复苏及消费气氛正
面，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在 5 月同比继续明显上升，预计未来数月将
继续改善。

香港5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
同比上升18.4%

本报讯（记者 吴洪 通讯员 陈秋芩） 2 日，21 名来自大陆、
台湾和澳门的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走进泉
州泉港区，开展为期 10天的暑期特训活动。

据介绍，该活动是该学院的“校媒协同、内外联培”特色课程，
旨在让新闻与传播学子身体力行感知、理解海丝文化，用短视频、
移动直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福建形象，为“讲好
中国故事”提供多元化的青春视角。

其间，海峡两岸暨澳门地区学子将以影像为媒，通过镜头深入
记录与感受福船、北管戏曲、扁担术等泉州非遗技艺与文化，提炼
海丝印记中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海峡两岸暨澳门地区学子走进泉州
开展暑期实践

本报讯（记者 吴洪） 近日，以“榕台共话·福享银龄”为主题
的海峡两岸养老产业论坛在福州举办。来自两岸养老领域的专家
学者、从业人员等 300 余人参会，嘉宾围绕“养老服务与健康产业”

“居家养老服务及辅具产业”“老年教育与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等议
题展开交流研讨。

两岸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统计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大陆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1 亿，比重为 14.9%；台湾地区 65 岁及以上
人口为 409 万，比重为 17.6%。两岸养老服务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和考验。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两岸养老产业可以整合各方资源，从照
顾、照护、护理到关怀老年人心理等环节对接合作，互学互鉴、共同
耕耘，造福两岸老年人。

海峡两岸养老产业论坛举办

据新华社澳门电 第 11 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
在澳门举行，展现澳门全力扩展客源、推动旅游经济加快复苏的
新气象。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旅博会展览面积 23000 平方米，共有 886
个展位，吸引了 39 个国家及地区的旅行社、旅游产业相关机构和
企业参展，参展商 512 家。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致辞表示，旅博会把
握国家发展机遇，善用澳门独特优势，并贯彻“1＋4”适度多元发
展策略，打造“旅游＋”合作新平台，联系世界各地旅游业界共聚
澳门，拓展区域及国际旅游合作，促成更多商机，实践“旅博领
航、盛装迎客”。

文化和旅游部携同内地 24 个省份旅游相关部门和业界参
展，推广内地丰富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港澳台办公室）副局长孔伦致辞表示，希望旅博会打造为独具
澳门特色和优势的国际优质展会品牌；成长为丰富澳门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内涵、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不断对标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深化交流合作，构筑起内地与澳门旅
游业界共拓广阔发展空间的坚实桥梁。

据介绍，旅博会期间将举行超过 50 场旅游推介会、论坛及活
动，继续设有在线“云系列”，包括“云招展”“云对接”“云直播”及

“云签约”，延伸洽商及销售渠道，促进更多合作。
旅博会由文化和旅游部、澳门中联办、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

公署支持，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主办，澳门旅行社协会承办。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外交部

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显法、澳门中联办副主任黄柳权等
出席开幕式。

第11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
博览会举行

最近，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李东宪成为
备受两岸关注的“网红”。今年 5 月，在韩国
举行的亚太地区大师运动会上，李东宪作
为中国台湾地区代表获得了男子 45 岁及
40 岁组品势个人和团体的铜牌。当登上领
奖台时，李东宪将整齐叠好的五星红旗展
开举起，学着中国队的标志性动作“口咬奖
牌”，露出自豪笑容的一幕，通过镜头展现
在大众面前，引发广泛热议。

许多人拍手称赞的同时也不禁想问：
“作为一名台湾青年，李东宪的爱国情怀究
竟是如何形成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
李东宪，听听他的心声与感受。

“这不是我第一次举五星红旗”

1986 年生于台湾台南的李东宪，六七
岁便开始练习跆拳道，中间虽然曾经中断
过，但因为热爱与坚持，最终这项运动一直
伴随着他成长。

“这么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跆拳道
比 赛 ，其 实 这 并 不 是 我 第 一 次 举 五 星 红
旗。”李东宪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我分别在马来西亚、日本、海南参加跆拳
道比赛时，就高举过五星红旗，那是自然
而然的事。”

时钟拨回 2017年。那年，李东宪参加马
来西亚国际俱乐部跆拳道锦标赛，当时他
与大陆的一位选手组合，共同获得了第三
名。在颁奖时，他也曾犹豫要不要举旗，但
当他最终举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刹那，内心
充满了感动与力量。

“过去，作为一名台湾地区运动员，我们
只能举奥委会旗帜，这让我始终感到自己是
无根之木。当我举起五星红旗时，内心里感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与安心，因为我的背
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可以依靠。”从那时起，
李东宪便习惯在比赛时带上五星红旗。

此次在韩国参加跆拳道比赛，是李东宪
因疫情暂停了3年比赛后首次登场。比赛时，
他身上还带着伤，原本只是想去锻炼锻炼，
可是眼看着在自己前面出场的3名中国选手

成绩都不甚理想，李东宪心想：“一定要全力
以赴，再怎么样也要给中国保一枚奖牌。”

随后，在比赛中，他凝神聚气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竟然零失误发挥，一举拿下了个
人、团体两枚铜牌。“当成绩出来时，我都不
敢相信！”李东宪说，再次在赛场上举起五
星红旗时，他的内心涌动着久违的激动与
自豪，“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我是台湾
人，也是中国人，能为全体中国人争光，我
感到很光荣！”

“越了解大陆，越是认同”

李东宪出生在号称“民进党铁票仓”的
台南市，在“深绿”的氛围中长大，他也曾
对大陆感到彷徨与疑惑。直到大学时期，他
接触到了中国近代史，在与同学进行一次
又一次的历史资料查阅、探寻、辩论中，第
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渐渐意识到
台湾教科书上的内容并不客观，并不是真
实的大陆。

大学毕业后，李东宪开始从事跆拳道
的教学及体育器械运营工作。2012 年，他
受 邀 到 天 津 处 理 公 务 ，带 着 好 奇 心 首 次

“登陆”，此行让他对大陆又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从营商环境改革到自贸试验区遍地
开花，从高铁到手机支付，从‘一带一路’建
设到探索外太空，我时刻感受着大陆日新
月异的变化和勃勃生机。”李东宪感叹道，

“从大陆的发展进步，去反省台湾的不足，
我发现台湾当政者只在乎政党私利，没有
真心实意为台湾百姓着想。对大陆的抹黑
和污名化，都是因为这些当权者和‘台独’
分子害怕民众看到真实的大陆、害怕两岸
同胞走近走亲。”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大陆，2012 年，他决
定从事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并认识了一位
至关重要的大陆朋友——北京市跆拳道协
会副秘书长李超。在事业和生活上，李超一
直关心、支持、帮助李东宪。闲暇时，李超经
常跟他讲大陆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参观学

习，让李东宪了解大陆的经济社会变化。
“越是了解大陆，我越是认同大陆正在

走的道路，一条自力更生、自强自立的发展
道路。”随着内心的纠结一扫而空，李东宪
越来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更对“两岸一
家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由于与家人的理念不同，他这些年几乎
只有在除夕夜才回家。直到 2021年，李东宪
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与他在视频电话中说
道：“孩子，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那么就努
力去做！”至此，李东宪和家人的关系才有所
缓和，这也更坚定了他脚下的路，“两岸早日
统一，让更多台湾人找到回家的路”。

扎根厦门，用体育搭“桥”

有了母亲的支持，李东宪决定在厦门
扎根发展。“厦门是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的第一站，不仅离台湾近，有相似的气候环
境、风土人情，而且还有一系列支持台胞创
业就业的好政策，非常适合台湾朋友来发
展。”这一年，李东宪入驻厦门翔安区，成立
了一家体育公司，一方面，继续从事老本
行，开展跆拳道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从
事跆拳道赛事等两岸体育交流活动。

“我是一个已经‘回家’的人，希望台湾
朋友不要忘记历史、忘记回家的路。”李东
宪发现，目前两岸民间体育交流活动还比
较少，以体育为媒介，多举办一些以两岸民
众特别是青年人为主的民间体育活动，可
以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促进两岸同
胞相互了解，也让更多台湾同胞走进大陆、
了解大陆，进而才可能像自己这样看到一
个真实的大陆。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未来可期。面对
岛内绿营人士扬言要对他“依法严惩”的威
胁与恐吓，李东宪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统一台湾’，我只是
依据自己的内心做出了选择。”

就像此次在韩国举行的亚太地区大师
运动会上，李东宪目睹海峡两岸暨香港地
区的选手不分你我，一起在五星红旗的引
领下入场时，在朋友圈发出的感叹一样：

“我们一起进场，内心无比激动，我们走在
最前端，一起感受中华民族的伟大……”

“高举五星红旗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记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李东宪

□本报记者 吴洪

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台青故事

近年来，为助力乡村振兴，我省不断
探索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新路，首创以
乡建乡创为主题的闽台合作模式、第三方
全程辅导服务模式和两岸建筑师联合驻
村模式，吸引了 100 多支台湾建筑师团队、
300 多 名 台 湾 乡 建 乡 创 人 才 来 闽 创 业 发
展，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陪护式服务已延伸
至 300 多个村庄，覆盖我省 80%以上的县
区，走出了具有福建特色的闽台融合乡村
振兴之路。

如何将当地文化融进建筑，继而让人
感受到建筑的生命力，这是台湾建筑师蔡
幸爵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蔡幸爵是台湾民
宿客栈协会副会长，有着 25年乡村旅游、休
闲度假等项目运营经验。2019 年，他带领团
队来到三明市三元区列西街道小蕉村——
一座陶瓷文化底蕴深厚的千年古村落，村
落周边分布着宋、元、明、清古窑址。“我在
这里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看到了活化
小蕉村的可能。”蔡幸爵说。

一到小蕉村，蔡幸爵和团队就走村入
户，踏遍村庄每个角落，进行资源盘点与文
化挖掘，先形成一份具有小蕉村特色的发
展蓝图，再分阶段逐步实施。

为此，蔡幸爵一待就是四年。依托小蕉
村鲜明的特色，他们团队通过复原宋代龙
窑，让前来观光研学的两岸师生就地取用
制瓷原料，亲手体验小蕉窑的制作过程；为
体现村庄生态之美，蔡幸爵瞄准了村口的
18亩田地，通过打造五色稻田，让孩子可以
在田间地头嬉戏游玩，也间接带动研学营
活动开展；为提升小蕉村的知名度，他们还
通过策划举办“星期天市集”“梅列蕉野乐”
等活动，让乡建乡创经验辐射到附近村庄，
给村民提供了“归巢”就业的机会。

如今，小蕉村的一期改造已经完成，一
座以千年古窑历史为基础，打造集康养、农
业、文创为一体的陶文化主题文创村逐渐
形成。“我希望小蕉村未来能成为一个促进
两岸业者交流融合的平台。”蔡幸爵说。

和蔡幸爵的运营经验相比，已有近 10
年乡建乡创经验的台湾建筑设计师张瑜
心，则把工作重心放在乡村的空间设计领
域。近年来，张瑜心先后参与了福州市长
乐区琴江村、永泰县嵩口古镇、闽清县省
璜镇山边村等多个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
虽然现在张瑜心的工作室在福州，但偶有
空闲，她还会经常回去看看嵩口古镇的变
化。回忆起这个项目，她说：“现在村镇变
美了，游客变多了，嵩口的陪伴式乡村营
造慢慢展现出辐射效应，周边的乡村也纷
纷行动起来。”

张瑜心表示，将继续以乡建乡创、空间
设计项目为工作重心，争取在事业上获得
更好的发展。

与蔡幸爵、张瑜心不同，27岁的台青邱
彬平仅有一年半的工作经验。他从事的是
文创设计行业，虽然年纪小，但充满了干
劲，目前已经服务过 7个村庄。

邵武市水北镇龙斗村瑶理田园驿站

改造项目令邱彬平印象深刻。原建筑是一
层砖混结构的平房，被闲置在村口，作仓
库堆砌杂物之用。“通过我们团队的设计，
现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瑶理的田园风光，
还 可 以 在 二 楼 喝 咖 啡 。或 许 因 为 贴 近 自
然，可以近距离感受乡村生活，在没有宣
传的情况下，瑶理田园驿站成了‘网红’，
如今这里周末人流量非常大。”邱彬平介
绍说。

2022 年，凭借不俗的成绩，邱彬平获得
了第二届“福州市最美青年——乡村振兴
领头人”称号；今年，他所在的福州随坪一
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也被评为台湾青年

“创业之星”团队，并获得资金、项目咨询、
培训及三年陪伴式辅导等扶持。今年 5 月，
团队更是荣获“福建青年五四奖章”。

“大陆有广阔的舞台，让我们施展才
干、实现梦想。未来，团队将继续扎根乡村，
为大陆的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
量。”邱彬平信心满满地说。

建梦里乡村 留心中乡愁
——台湾乡建乡创人才逐梦八闽大地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蔡两坤

李东宪在领奖台上举起五星红旗。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肖榕 文/图） 近日，2023“海峡杯”海峡两岸青
年篮球邀请赛暨“有福运 动起来”福州体育消费季活动在福州马
尾体育馆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吸引了福州、泉州、长沙、台北等来自海峡两岸四座
城市的青年篮球队参加，经过三天的激烈争夺，长沙青年队夺得本
次比赛的冠军，泉州、台北、福州分列二到四位。

比赛期间，主办方还在马尾体育馆广场举办了运动嘉年华市
集，市民朋友们在观赛之余，还打卡体验了众多亲子游戏、网红烧
烤、潮流饮品等市集摊位。

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陈梦婕 文/图） 近日，第三届闽台青年（建阳）
茶盏文化节在南平市建阳区举办，来自南平市建阳区融通茶盏文化
交流中心、南平市建阳区建窑建盏协会、台湾中华华人茶文化协会
等的茶盏工艺师及青年代表共120多人参加。

开幕式上，南平市建阳区建窑建盏协会等与台湾中华华人茶
文化协会分别签订交流合作协议。活动期间，活动主办方还组织两
岸青年开展建盏拉坯和茶道品茶能手比赛、建盏文化主题踩线活
动等，让两岸青年共同探寻茶盏文化，增进文化认同。

始于宋代的建盏产自建阳，是宋代八大名瓷之一的黑瓷代表。
2011 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建窑
建盏与台湾天目盏一脉相承，都凝结并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脉。

研究烧制建盏已将近 30 年的台湾陶艺家张桂维表示，他已经
6 次来到建阳，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尽最大可能还原宋代的建
盏之美。“经过多年的两岸交流，自身技艺也有很大提高，不管是对
油滴建盏或是兔毫建盏等，我都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希望两岸多交
流、多往来，多举办此类文化活动，提高两岸民众和陶艺家对建盏
的认识。”张桂维说。

来自台湾高雄的陶艺家杨钦能潜心研究建盏烧制技艺近 10
年。他表示，很珍惜来大陆交流的机会，每次与大陆的工艺师切磋
交流，都能学到新的技法，激发创作灵感。

第三届闽台青年（建阳）
茶盏文化节举办

台胞在柴烧龙窑旁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