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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一群来自海峡两岸暨澳门地区
的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师生们深入泉州
市泉港区，开展“校媒协同、内外联培”专硕暑
期特色课程，他们深入泉港的大街小巷，以自
己的视角，“镜”观泉港，拍摄了一个个不一样
的“福建故事”，引起许多海内外网友的关注。

一张久违的两岸团圆照

“我正在去厦门高崎机场的路上，今天在台
湾定居的妈妈要回来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她已
经整整 3年没有回过泉港……”这是一段朴实
的自白，一个两岸家庭久别重逢的故事也由此
娓娓展开。这段由两岸学子共同拍摄的视频小
故事《一张团圆照》，今年7月在新福建、海博TV
等手机客户端发布以来，感动了许多两岸网友。

泉港地处闽南沿海，与台湾一水之隔，
是许多台胞的祖籍地。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
院的台湾学子朱轩妤的祖籍地就在这里，而
她既是《一张团圆照》的创作者之一，也是这
个故事的主人公。

“小时候，因为妈妈工作忙，便将我送回
了泉港，跟着阿嬷、太奶奶、舅舅一起生活。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已经 3 年没有见面
了。”当得知今年学院的暑期特训活动将走
进泉港时，她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这段时
间，刚好赶上妈妈回来探亲，我想把这份久
别重逢的感动拍出来，让更多人感受到两岸
同胞对团聚的期盼”。

从机场接机到亲人相见，再到第一顿团

圆饭，大陆学生何以海扛着摄像机全程跟拍，
用镜头记录了一个两岸家庭的团圆故事。

“朱轩妤与妈妈眼中都闪着泪花，妈妈带
回了许多轩妤爱吃的台湾零食，轩妤则一直体
贴地问妈妈‘工作累不累’‘身体好不好’。全家人
不停地交谈、分享，仿佛要追回 3年的时光。”何
以海说，过去自己总以为“两岸团圆”是一个庞
大的叙事主题，但它其实就发生在一个个两岸
家庭里，两岸青年可以携手将身边这种感人的
故事挖掘、拍摄出来，用镜头记录两岸家庭的
悲欢离合，反映人们的心声，回应时代的呼唤。

故事的最后，朱轩妤一家人在老宅古厝前
拍下了 3年来的第一张团圆照。“这一次，阿嬷
在、太奶奶在、舅舅在、我在，大家都在。一张小
小的团圆照，是跨越海峡浓浓的思念，也希望
是我们一家人的岁岁年年……”朱轩妤说。

当粤语“遇”上闽南文化

“娘子，我们一起去茶馆品尝涂岭红茶吧!”
“好啊，那我带上澳门的榴莲酥！”
……
黑色的幕布上，木偶小生扶着美丽的娘

子，边攀谈着边扭动着身子，一步一步向前
走；幕布后面，泉港掌中木偶非遗传承人庄
少强与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澳门学生留
李蓉，分别用闽南语、粤语为木偶人配音。

“这种混搭的演绎方式真的很有趣，年
轻人的想法和创意值得肯定。”表演结束，庄
少强赞叹道。

泉港有着璀璨而数量众多的非遗。近距
离体验泉港非遗文化，留李蓉被掌中木偶、北
管、古法制盐等各具特色的非遗技艺所震撼。

“小小的木偶在掌中随意变换姿态，古
代手工制出食用盐，那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华
传统文化，都蕴含了先人的智慧。”在微信等
社交平台上，留李蓉分享的感悟吸引了许多
港澳地区朋友的关注，纷纷询问她如果去泉
港旅行，到哪里体验这些非遗文化，这让她
萌发了用粤语推广闽南文化的想法。

于是，一场粤语与闽南文化的碰撞呈现
在视频中：手捧掌中木偶，唱着励志的《红
日》；与北管非遗传承人合作，演绎粤语歌曲

《千千阙歌》；凌晨 3 点，赶往山腰盐田，拍摄
“盐田女”推盐、晒盐的艰辛，向大家介绍古
法制盐的过程……

视频播出后，获得不少网友点赞，这让
留李蓉备受鼓舞。“时至今日，许多非遗技艺
依然坚持手作，让大家深切感受到非遗文化
传承的不易。我们年轻一代应该发挥各自专
长，共同传承好非遗文化。”留李蓉说。

本土文化也时尚

“泉港的浮粿你有没有吃过？六角形，酥脆
皮薄，它出现在泉港的日常生活，准备地瓜粉、
里脊肉，把南瓜包菜也和里头……”不久前，一
条《浮粿说唱》的视频，在央视网客户端登上热
搜，这首由另一组两岸学子共同创作的Rab歌
曲，让泉港美食浮粿走进了大众视野。

浮粿是泉港的一道特色风味小吃。视频
里，台湾学生范雅婷与大陆学生郭梅兰一起
以唱跳 Rab 的方式，演绎浮粿的制作过程，
让泉港的本土文化充满时尚感。

地处海丝之路的起点，泉港处处体现着
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精神。在拍摄过程中，
范雅婷与小伙伴还偶然结识了一位正在泉
港旅行的德国友人蒂莫。

“我们可以从外国人的视角，去演绎泉港
本土文化。”当范雅婷等人邀请蒂莫共游泉港
时，这位外国友人欣然答应。他们探非遗、吃
美食，在互动交流中，蒂莫透露了“对中华文
化的喜爱”，于是“老外泉港学非遗”“中西厨
艺大比拼”等有趣的视频故事便诞生了，在网
络上获得了许多海内外网友的点赞。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镜头
语言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共同语言，它架起
了一座‘连心桥’。”看过学生们的视频作品
后，泉港区融媒体中心主任陈春通认为，借
助青年的视角和新媒体的形式，传统文化亦
可青春常在，而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学子
也可以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滋养，传承中华文
化优秀基因，增强文化自信，拉近心灵距离。

对此，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谢宗
贵表示，今后他们还将通过“校媒协同、内外
联培”的专硕暑期特色课程，带领更多学生
深入了解福建，并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用短视频等媒介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春视角
下的“福建故事”，传递“爱国爱乡、海纳百
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

“镜”观泉港，说不一样的“福建故事”
□本报记者 吴洪 文/图

大学生在拍摄大学生在拍摄““盐田女盐田女””推盐推盐、、晒盐晒盐。。等待了等待了 33年的朱轩妤全家福照片年的朱轩妤全家福照片。。

建瓯通济街道：
开设高质量读书班 以书育人 以文化人

“读书塑魂，文化润心。只有使党员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的
理念，使其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
务。”2023 年以来，建瓯市通济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坚持以书育人、以文化人，结合学习弘扬廖俊波同
志优秀品质活动，在通济街道开展“学习分享会”活动，号召
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和第一需要，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持续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书香书韵”已成为通
济街道的一道亮丽底色。

在“学习分享会”活动中，通济街道以“青年素质提升”的
干部教育培训工程为抓手，组织青年干部成立“新时代基层干
部读书班”，通过“谈感想、讲体会”的活动形式，一起分享读书
心得、开展交流讨论，激发青年干部学习热情和创新活力，致
力打造一支具有实干精神的干部队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贡
献青春的朝气与活力。

目前，通济街道通过“学习分享会”相互推荐好书，同时
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切磋读书心得体会，累计开
展各类读书交流活动 20 余场次，让读书走进工作、融入生活，
成为街道的新风尚。 （游桂花） 专题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落实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行动部署要求，殿前派出所集中
开展流动人口整治专项行动，以“深耕社区、
深化排查、深入群众”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深耕社区，夯实基层基础。紧密结合“一

标三实”、反诈骗宣传等各项工作，组织社区
民辅警、社区网格员、护村队等群防群治力
量深入辖区流动人口集中地开展滚动排查、
严格落实“街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强
化对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工作。同时，压实主
体责任，加大治安宣传力度。

深化排查，强化打击整治。深入贯彻落

实“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以“降警情、
控发案、破大案、除隐患、防事故、建机制”为
主线，持续提高辖区治安控制力，切实增强
安全韧性。在加强人员管控同时，落实重点
部位排查、强化重点行业监督。

深入群众，坚持靠前服务。作为厦门市
首批“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试点单位之一，

殿前派出所以“一窗受理、一门办理、一网通

办、一次办结、全市通办”的便民服务新模

式，有效解决群众多趟往返奔波等问题。围

绕“政务服务提升年”行动，8 月 1 日，了解到

辖内某公司存在 150 多名新入职员工为落

户烦恼的情况，社区民警及户籍窗口工作人

员一同深入公司开展咨询会，现场答疑解

惑，获得群众好评。

（刘晓燕 简丽君 田圆）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殿前派出所：“三深”举措推动流动人口管理提质增效

通过 AR 扫描当铺墙面上的“当”字，即刻变身当铺掌柜，
体验一把穿越的快感；在老字号小吃店前扫一扫，眼前出现一
位可爱的鱼丸工匠，可以跟着一起打鱼丸、做鱼丸、煮鱼丸；走
到衣锦坊前，头戴茉莉花、身穿旗袍的可爱“数智人”莉莉跳了
出来，给你讲起坊巷里的两岸故事……

海青节期间，两岸青年走进福州三坊七巷，纷纷拿起手机
参与“‘海青少年 go！’——AR 趣味寻宝活动”，大家一起奔
走、欢笑、打卡，在元宇宙中充分感受科技与人文之美。

近日，为期 5天的第七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在福州举行，活
动以“青年 Young计划”为主题，吸引了 140多名两岸大学生参
与，其中包括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岛内高校的 90名学子。

一边拿起手机登录“福元宇宙”APP“寻宝”，一边连连赞叹
福建 AR、元宇宙等“黑科技”，台青曾湘菱直呼“大饱眼福”。在
台湾大学读研究生的曾湘菱是第二次参加海青节。2019年，她
读本科时首次参加海青节后就念念不忘，“我一直想再来福州
体验和交流，顺便寻找创业的机会。今年早早报了名，还带了几
个学弟学妹过来”。

“登陆”发展的念头，源于一次实习之旅。2019 年，曾湘菱
利用暑假来到福州一家社工机构实习，其间她结交到不少大
陆好友，也在心里种下“登陆”的种子。“通过海青节，我了解到
福建有不少好政策，给台湾青年很多机会、福利和保障，像台
胞公租房、创业场所优惠等，这些都很吸引人，毕业后我一定
会过来。”

两岸青年感受榕城魅力两岸青年感受榕城魅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深魁刘深魁 文文//图图

两岸青年在福州三坊七巷合影留念。

“福州是一座漂亮的城市，人也非常友善，通过海青节我
逛了很多美景，吃到很多美食，更重要的是结交了很多大陆朋
友，这种感觉一级棒。”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李奕萱说，两岸青
年在交流中都很坦诚、真心，大陆并不像岛内有些媒体抹黑的
那样，“一定要来走走，才能看到一个真实、可爱的大陆”。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合作部副部长毕玉成是第一次参
加海青节，也是台湾营员的带队老师。“我带了 50 多名台湾学
生过来，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深入了解大陆的风土人情和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两岸的同学有机会深入交流，这样才能
常来常往、长长久久。”

吃美食、逛古街、玩转 AR、联欢会……在美丽的榕城，比
天气更“热”的，是两岸青年的双向“奔赴”，是他们心中盼交流
交友交心的那份热忱。

7 月 24 日傍晚 5 时许，台南突发“一秒闪
跳”的无预警跳电事故，从电影院、办公室到
科学园区工厂无一幸免，特别是多家面板、
光电企业遭殃。

往前 3 天，7 月 21 日晚间，台中第二天然
气接收站发生故障，供气异常达 199分钟，导
致多个天然气发电机组无法正常发电。所幸
事发时已过用电高峰，否则可能重演类似
2017年“8·15”全台大停电的重大事故。

就在 7 月 18 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
仁刚保证：下半年台湾“不会缺电”。有岛内
媒体揶揄：确实不是缺电，只是不时跳电。

民进党执政 7 年多来，困扰台湾发展的
“五缺”（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才）问题
持续凸显。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
力，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经济更如临深渊。

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台湾的经济困
境，一是民进党当局连年挥霍撒钱，留下沉
重债务负担；二是当局“亲美反中”，让台湾
企业不知何去何从；三是过度依赖电子通信
产业，经济发展不够多元。面对重大经济、民
生问题，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仅见政党选举

利益，不见台湾长期发展。
以缺电为例，7年多来台湾出现 4次大范

围停电，大小停电事故接连不断。台湾民众与
产业界期盼民进党当局汲取教训，调整能源
政策。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表示，供
电问题要整体检讨，工商界期盼电力多元稳
定。但当局充耳不闻，多次拍胸脯保证“台湾
不缺电”。对此，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 6 月初
在股东会上无奈表示“我们只能相信”。

台积电近日公布上半年营收同比减少
3.5%，归属母公司净利同比减少 11.6%。总裁
魏哲家预估，台积电今年美元计价营收将同
比减少 10%，下滑幅度高于先前预估的 4%至
6%。

半导体是台湾经济支柱，产业龙头台积
电尚且如此，近期台湾出口衰退显而易见。
今年以来，台湾经济延续去年下半年走势，
几个重要经济指标持续维持低位：截至 6月，
出口连续 10 个月衰退，跌幅多在两成左右，
为 14 年来最惨；工业生产指数“连十三黑”，
外销接单“连十黑”，均为 13 年来最惨；代表
景气低迷的蓝灯已连续点亮 8个月……其他

诸如采购经理指数、核心通胀率、无薪假总
人数、实质总薪资等也表现不佳。

台当局“主计总处”预估，台湾出口恢复
正增长最快要等到 11 月以后。台湾《经济日
报》惊呼：今年经济成长率恐非“保 2”的问
题，而是“保 1.5”甚至“保 1”大作战。

台当局最新公布二季度 GDP 增速概估
值为 1.45%，较 5 月预测降 0.37 个百分点，主
因是出口、投资不如预期，显示台湾经济动
能更加疲弱。台“主计总处”承认，若下半年
预测未变，台湾全年经济增速将无法“保 2”。
近期，岛内多家研究机构已先后下修台湾经
济增速预测值至 2%以下。

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
动力和机遇。尽管民进党当局对两岸正常经
贸往来、经济合作采取限缩、设障政策，但台
方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口额总计
2021.1 亿美元，其中对大陆（含香港）出口占
35.5%，仍位居第一。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环境，台
湾工商界人士纷纷建议，进一步深化两岸经
济交流合作，借助大陆巨大市场、丰富资源、

完备产业配套，助力台湾经济发展。台湾商
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近日向民进党当局建
言，要有智慧确保两岸维持和平稳定的经贸
交流，并尽速开放大陆游客来台旅游，提振
岛内消费市场。

然而，经济警讯和业界呼吁似乎未能
“惊醒”民进党当局。台行政机构副负责人郑
文灿还大剌剌表示，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
财政变好、经济成长变好。

当下岛内选战再起，民进党当局为“拼
选举”，又抛出“大撒钱”政策，包括补贴房
租、补贴私立大学学费等，耗费数以千亿计
新台币。岛内媒体批评，这些都是短期方案，
罔顾经济规律，真正影响台湾最重要的出口
遇到重大问题，却完全看不到当局拿出有效
政策，业者只能自求多福。

台湾《联合报》社论提醒台湾社会，当前
台湾经济发展碰上结构性转型瓶颈，景气日
渐恶化，民进党当局却一味挥霍，将原本应
用来振兴经济的本钱拿来胡“撒”。这样短视
近利的执政者，还能让大家再相信吗？

（据新华社台北电）

从电力之忧看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经济之患

近日，闽粤赣三省千人户外生态徒步健身运动
会在连城县赖源乡黃宗村东寨茶园举行。

1200 多亩的东寨高山生态乌龙茶园由台商谢
丰年投资兴建，经过 10 年的精心种植和管理，茶园
实现稳产优产，干茶畅销上海、广东、台湾等地，为当
地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图为参加徒步
健身运动会的游客在茶园游玩。

本报通讯员 邹善水 沈桂芬 卢凡 摄影报道

千名游客
东寨茶园健步走

日前，“中国-东盟周”系列活动在福州市举办，来自中国和
东盟国家的政府高层、驻华使节、智库专家等应邀出席。论坛后，
嘉宾们考察了中印尼“两国双园”、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图
为嘉宾们在参观一家茶企的观光工厂。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摄

近日，第二届海峡两岸竖琴大赛在福州市举办，吸引了
来自两岸的 90 多名竖琴乐手参赛，两岸乐手还共同演奏了

《我和我的祖国》，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美好祝愿。图为竖琴演
奏现场。 本报记者 吴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