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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Play ball（棒 球 术 语 ，意 为 比 赛 开
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投球少年左脚抬
起蓄力，身体像弓一样打开，球从右手飞
出。击球手也是一名少年，他双手握棒，正
准备挥棒击球，球却像箭一样射中捕手的
手套，留下一道白色的轨迹。随后，裁判用
一个帅气的“双手拉弓”动作表示：“三振出
局！”击球少年无奈离场，而防守方的队员
在场下一片欢呼。这是 7 日上午，在连城县
海峡两岸棒球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的一场开
幕赛，由台湾台东长滨三民联队对阵龙岩
连城实验小学棒球队。

作为第十五届海峡论坛·两岸（连城）
棒球文化节的重头戏，本届棒球比赛共有
福建、河南、深圳、中山、台湾等海峡两岸 8
支青少年棒球队 140多名选手，参与团体奖

（冠军组、优胜组）和单项技术奖的竞逐。
经过 4 天共计 16 场比赛的激烈对垒，

最终“冠军组”由中山熊猫棒垒球俱乐部
棒球队摘得桂冠，“优胜组”由台湾台东长
滨 三 民 联 合 棒 球 队 夺 冠 ，现 场 还 为 获 得

“最佳打击奖、美技奖、最佳投手奖、大会
MVP 奖”的运动员和“最佳教练奖”的教练
员颁奖。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山区县城可以吸引
这么多两岸的棒球爱好者？事情还得从一
只棒球手套说起。

一只手套带来一个产业

2006 年初夏，台商廖芳洲来福建为工
厂寻址。“我当时手里有十几万只棒球手套
的订单。”廖芳洲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福
建。因为福建离台湾最近，气候、饮食、文化
都差不多。而福建又依靠着大陆广阔的市
场，对于棒球这种相对冷门的运动来说，大
陆市场的潜力不可估量。

“我其实是奔着另一个县城去的。”廖
芳洲说，他驱车路过连城县庙前镇，只是想
休息一下。“有一个庙前镇的工作人员看到
我，就过来和我聊天，得知我是台商要过来
投资办厂，就拉着我不让走了。”廖芳洲本
以为这只是开开玩笑，没想到，当天就有县
里的各部门负责人与他相约洽谈，内容包
括地价、税费等各项细节一应俱全。

“连城县很干脆，在庙前给我 16亩地。”
被当地干部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廖芳洲
开始投建棒球手套厂。从厂房建设到采购
设备，再到招募员工，仅仅 3个月时间，这家
棒球手套厂就投入了生产。

如此快速投产，让廖芳洲对这片土地
充满信心。“各种办证、审批，我都没操心
过。”廖芳洲说，县里各项政策的支持、各类
税费优惠，让他感到很温暖。

一批又一批棒球手套的生产、出货，让
廖芳洲的同行也看到了商机。2006 年年底，
台商林金生带着他的棒球生产厂来到这里。

“我们的客户是‘叠在一起’的，特别是欧洲、

美国，还有日韩的市场，他们在廖总那里买
完手套，顺便在我这里买棒球，简单方便还
省钱。”林金生说，“我过来半天就签约啦。”

在手套与球的“叠加效应”之下，2009
年，台商罗道坚带着他的球棒生产厂落户
庙前镇。从手套到球再到球棒，棒球产业里
最重要的“三件套”齐聚这个山区小镇。如
今，庙前台商工业集中区成为大陆最集中
的棒球运动系列产品生产基地和全球棒球
运动用品重要采购点，形成了完整的棒球
运动产业链。2022 年，仅这三家台企的年产
值就超过 3亿元，产品远销世界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

连城吹起“棒球风”

棒球产业的落地，不仅促进了连城的
经济增长，还带来了棒球文化。

在建厂之初，厂里会打棒球的几个台湾
员工，经常带着当地员工玩棒球。这股棒球
之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吹入寻常百姓家。

见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玩棒球，廖芳
洲心想：“何不让这里的孩子们从小接触棒
球？”于是，廖芳洲和林金生、罗道坚一起，为
连城县的几所中小学捐赠了棒球设备，并请
来了当时在厦门大学的台湾教练张添均为
孩子们上棒球课。在张添均的引荐下，2015
年，连城县迎来第一名专职棒球教练——来

自台湾的棒球手李世翔。第二年，另一名台
湾棒球教练吕金霖也来到连城。

棒球的盛行也为这个县城增添了棒球
元素：全县有 23所学校开展棒球运动，连城
县实验小学、庙前镇中心小学等 12 个中小
学都修建了棒球场，成为棒球特色学校；连
城工业园区棒球比赛训练基地正在扩建升
级，以满足越来越多的训练与比赛需求；冠
豸棒球比赛基地项目也在积极推进……

如今，连城人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
群穿着色彩鲜艳的棒球服的孩子，系着腰
带，头戴一顶棒球帽，他们见到长辈会脱帽
行礼，同辈之间会互帮互助、团结协作，他
们精神抖擞地穿行街市，成为这个县城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期盼携手走向世界

廖芳洲、林金生、罗道坚都是跟着台湾
棒球文化成长起来的台商。尤其是罗道坚，
他青少年时期还受过专业训练，甚至有过
打职业棒球的梦想。“我差一点就是棒球世
界冠军了。”罗道坚说，他出生在台湾彰化
县，小时候所在的那支棒球队，曾于 1969年
拿过世界青少年棒球赛的冠军。

带着这份对棒球的初心，2014 年，罗道
坚联系了台湾彰化县棒球协会。“我希望两
岸的孩子们可以从小交流，相互了解、增进

友谊、提高球技，增长见识。”那一年，彰化
中小学棒球队共 20 多人来到连城，与连城
中小学棒球队的队员们交流棒球知识，连
城县实验小学与彰化东山小学结为姊妹学
校。

两岸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在这个县城
里，因棒球而开始。2015 年，连城县中小学
棒球队 40 余人赴台湾进行棒球交流，参加
了当地的棒球训练，还观看了职业棒球比
赛。2016 年，5 名台湾棒球界“明星教练”来
到连城，为连城小棒球手们进行了一周特
训。2017 年，首届海峡两岸冠豸山杯（连城）
青少年棒球邀请赛举办，彰化中山小学棒
球队、彰化南郭小学棒球队来到连城，与连
城中小学棒球队员们同吃同住，比赛交流。
2018 年，连城棒球队赴台参加棒球赛。2019
年，海峡两岸（连城）棒球文化节举行，8 支
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少年棒球队参赛……

棒球文化交流之所以火热，是因为两
岸青少年之间没有隔阂、惺惺相惜。台湾新
竹县上馆小学的首发投手杨挚在赛后说：

“我们会在大巴上聊，没想到深圳、中山、郑
州的棒球训练，也跟连城一样，非常厉害。”

“孩子们能聊得来，因为两岸的孩子们
说的、写的、吃的、喜欢的没有什么两样，跟

‘在哪里’没关系。”台湾教练吕金霖说，大
陆棒球发展很快，希望将来两岸的棒球队
可以携手走向世界顶尖赛场。

作为山区县城，连城何以能吸引台资棒球生产企业扎堆？日益热络的棒球比赛和
交流，给两岸同胞带来哪些变化和感受？

小小棒球连两岸
□本报记者 李烈 通讯员 林金水 黄水林

紧张激烈的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李烈 通讯员 章宸睿 摄

据新华社澳门电 石排湾郊野公园打
卡大熊猫馆，郑家大屋重温《盛世危言》，大
三巴附近的手信街品味美食……这个暑
假，来自湖南的宁宁小朋友完成了奔赴缤
纷澳门的旅游盛宴。

伴随暑假来临，游客纷至沓来。今年澳
门更成为很多游客“遛娃”的热门选择。不
管是休闲度假村的水上游乐园、音乐喷泉、
观光缆车等项目，还是大三巴、官也街等传
统旅游胜地，都可以见到一家出游其乐融
融的场面。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近日
表示，对今年暑假旅客量及酒店入住率有
信心，预计日均旅客可超过 7 万人次，日均
接待 150至 200个旅行团。

“澳门原本就是全家休闲度假游热门目

的地。今年暑期出游的旅客中，亲子游占了
很大比例。”澳门导游促进会会长吴勇为说。

澳门历史城区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30 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散落着约 30 座博
物馆。炎炎夏日，在博物馆消暑的同时增长
知识也是许多家庭的首选。

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内，小朋友们跃跃
欲试参与虚拟现实互动游戏，体验于澳门
东望洋跑道上驾驶格兰披治电单车的风驰
电掣之感。逛完大三巴再拾级而上，正好领
略澳门博物馆内展示的历史文化底蕴。

吴勇为说，澳门有丰富多样、适合各年
龄阶层的“遛娃”路线，比如探究中葡合璧
文化的龙环葡韵，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的林
则徐纪念馆、孙中山纪念馆、郑观应纪念
馆、冼星海纪念馆、叶挺故居，科学生物探

索主题的石排湾郊野公园、澳门科学馆等。
国务院赠送的青铜包金雕塑“盛世莲

花”、河北的“金狮欢腾九州圆”、广东的水
晶 玉 雕“ 九 州 同 心 ”、安 徽 的 铸 铜“ 回 归
镜”……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内陈列着中
央政府和各省区市赠送的独具地方特色的
工艺品。下学期上初三的河北学生小赵表
示，历史课上刚讲过澳门回归祖国的故事，
再结合实地看更深受启发。

从北京专程来澳门旅游的程女士一家
则选择了“珠澳联动”的旅游方式，从北京
飞到珠海游玩长隆海洋王国后，再从横琴
入关澳门开始四天三夜之旅。

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执
行副院长李玺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
及粤港澳大湾区中亲子旅游资源的不断整

合，进一步推进澳门旅游经济融入湾区，增
强区域旅游经济的协同效应。

业内人士表示，亲子旅游提升旅客的
逗留时长和消费水平，能促进澳门消费和
旅游经济效应。

氹仔一家酒店内，来自上海的杨女士
带着两个孩子正准备游玩水上乐园。她表
示，澳门的水上乐园充满现代感和趣味，选
择了在酒店连住两晚，让孩子们尽情享受
清凉夏天。

“亲子游为澳门带来更为多元的客源
结构，其口碑效应会进一步优化澳门多元
目的地形象。此外，亲子游客群带来的衍生
消费会激发更多的业态和产业，促进澳门
产业经济朝着多元化实现正向循环发展。”
李玺说。

亲子游成暑期澳门游览热门主题

本报讯（记者 吴洪 文/图） 近日，21名来自海
峡两岸暨澳门地区的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与
传播专业的学生深入泉州市泉港区，开展暑期实践
活动。他们用镜头语言生动反映掌中木偶、施厝扁担
术、北管戏曲、浮粿小吃制作技艺等非遗技艺，希望
以独特的青春视角让非遗“潮”起来，通过新媒体平

台将中华传统文化推介给更多海内外朋友，讲好“福
建故事”。

图① 掌中木偶戏又称布袋戏，是闽南地区具
有代表性的传统傀儡戏表演形式之一，也是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同学们组成摄制团队，采访了
该技艺非遗传承人，在了解了木偶戏的特点与表演

形式后，还现场演绎了一段“粤语木偶戏”。
图② 施厝扁担术是泉州市泉港区传统体育

项目，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深入泉港调
研期间，学子们偶遇外国游客，便一起在施厝学习
扁担术，并用镜头记录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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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7月10日电 香港特区《2023 年区议会（修订）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10日正式刊宪生效。

条例旨在落实香港特区政府重塑区议会的建议方案。为杜
绝第六届区议会的乱象，让区议会重回正轨，提升地区治理效
能，特区政府在今年 5 月 2 日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工作的建议方
案。为落实建议方案，特区政府修订了相关法例。7 月 6 日，香港
特区立法会三读并全票通过条例草案，重塑区议会的相关立法
工作完成。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重塑区议会是完善地区治理工作
的重要一环。随着条例的落实，在制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区议会将重回基本法初心，重新发挥其应有的服务及咨
询功能，配合特区政府落实地区工作，提升地区治理效能，从而实
现良政善治，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特区政府将依法进行组成新一届区议会的工作，包括委任议
员的任命、相关的选举筹备工作以及为区议会的运作和区议员的
履职监察机制订立适当的指引，目标是于明年 1月 1日组成新一届
区议会，服务市民。

香港特区《2023年区议会（修订）
条例》刊宪生效

新华社香港7月10日电 连日来，香港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对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表示
不满，对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推动核污染水排海表达
强烈抗议。

根据《大公报》近期就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发起的网上民
调，截至 7 月 8 日深夜，4 天收到超过 14000 条回复，其中接近 98%
的投票者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到海洋，超过 96%的参与者不相
信日本为排放核污染水所说的理据。

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评估报告
很多部分有不确定性。报告也并未提及有多少专家同意日方安排，
令人担心。

香港工联会一直关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工联会立法会
议员陈颖欣斥责核污染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并不全面，仅单方面
采纳日本排放的方案，而报告本身也不令人信服。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主席张少强说，香港渔民团体联会强烈抗
议排放核污染水。海洋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如果海产品真验出有
核污染，渔业会很受影响。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教授胡绍燊指出，放射性物质
不会因被稀释而消失，并会通过海洋生物散播至世界各地，影响范
围超出日本水域。

香港各界反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本报讯（记者 刘深魁 文/图） 10日，富日新阳台湾青年就业
创业基地挂牌暨企业入园签约仪式在闽侯县举行，近 300 名来自
海峡两岸的台商台青、入驻台企代表等参加活动。

该基地位于闽侯县甘蔗街道的富日衡产业园内，一期用地面
积近 3000 平方米。未来，基地将主要涉及健康食品、健康检测、智
慧社区及服务平台、智能制造、网络科技等领域项目。

揭牌仪式后，该基地还与入驻台企举行了入驻签约仪式，包括
福建学岸兮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福州乡念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在内的 4 家台企分别与福州富日衡之宝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入驻
意向协议。

据介绍，该基地将搭建集展览展示、成果转化、投资推介和交易
洽谈等于一体的专业交流平台，会聚两岸专家学者、业界精英等，共
谋大健康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福州富日衡之宝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跃进表示，未来将努
力协助台湾青年精准切入和拓展大陆市场，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与合作。

闽侯“上新”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据新华社北京电 2023 年“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活动
10 日在京举行开幕式。数十名来自香港、澳门的法学院系学生和
青年律师，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在北京等地参加一系列法律相关
交流活动。

据悉，本次交流周活动由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学术交流
中心、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深圳市法学会承办。活动期间，将邀请
知名法学专家就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一国两制”等内容录制视
频组织学员观看；组织学员参访最高人民法院、深圳国际仲裁院、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部门和机构并召开座谈会；同时，还将举行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法治论坛等活动，进一步增进港澳青年与内地
青年的交流互动。

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的 18 名法律学
生，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的 32 名法律学生，以
及澳门法律交流协进会的 8名青年律师参加本次交流周活动。

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表示，邀请港澳青年来北京和
深圳，组织专家授课、参观交流、青年论坛、创业分享会等活动，目
的就是加深大家对祖国内地的了解，促进港澳与内地青年的对话
交流，共同开创伟大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希望港澳青年朋友始终
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做宪法和基本法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深
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切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
传承爱国爱港爱澳的优良传统，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活动创办于 2008 年。15 年
来，已有来自港澳和内地的近 30 所高校、1200 余名法学院系学
生和青年律师参加活动，成为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的重要
平台。

2023 年“港澳与内地青年法律
交流周”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