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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烟花秀台北上演　数万人
共唱情歌

　　新华社台北 8 月 3 日电（记者王爱华　何自力）
3 日晚，一年一度的大稻埕七夕节庆祝活动在台北上
演。在《新不了情》《很爱很爱你》等歌曲的伴奏下，
加入“LOVE”字样以及“爱心”和“音符”花色的
烟花点亮淡水河上空，时长 8 分钟的表演赢得现场
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掌声。
　　据介绍，活动吸引了约 8 万人到场。记者看到，
到场的多为情侣或带着孩子的家庭。很多观众席地
而坐，在欣赏烟花表演的同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留念，共同哼唱脍炙人口的情歌。
　　台北市民王先生特地携女友来到现场看烟花秀。
他对记者说，七夕节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节日，选

择在这一天与情人共同庆祝是很有意义的。
　　活动现场请来了歌手、乐团表演助兴，并且设
有爱情文创市集、爱情涂鸦墙和浪漫花墙，吸引观
众购物、拍照留念。
　　除了台北，台湾多地都推出七夕节庆祝活动，
包括 3 日起在高雄举办的“爱河水漾嘉年华”等。
各地商家也推出多种多样的促销活动。
　　据了解，有文字记述的七夕始于春秋中期，农
历七月七日夜或七月六日夜，妇女相传会在庭院向
织女星乞求智巧，故又称为“乞巧节”。七夕也早
已与爱情、浪漫结缘，如今更成为众多情侣期待的“中
国情人节”。

台湾记者眼中的广西——抓住机
遇完成华丽转身

　　夏日的八桂大地，草木葱茏，满眼苍翠，一派
生机勃勃。
　　7 月 22 日至 27 日，来自两岸及香港 31 家媒体
的 40 余名记者，赴南宁、河池、防城港、钦州等地
展开为期一周的联合采访，实地感受广西的民族风
情与发展活力。
　　“两岸一家亲，桂台亲上亲。”广西壮族自治
区副主席杨晋柏表示，广西是大陆与台湾进行经贸
文化交流合作的先行省份之一，2005 年以来，桂台
两地每年举办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交流日益频
繁，合作愈加密切。“期待大家亲身体验壮乡多姿
多彩独具魅力的民族传统文化，用妙笔介绍开放的
广西、发展的广西、进步的广西。”
　　南宁博物馆内，一个个造型独特、色彩艳丽的
“渡河公”香囊首先吸引了记者们的镜头：用艾草
填充而成的彩色小布人憨态可掬，怀中抱着一个金
黄色大南瓜，散发出淡淡清香。身着民族服饰的覃
美华是广西渡河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介绍
说，渡河公起源于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天河决堤，

一对金童玉女抱住一个大南瓜漂流至上林县的汇水
河边得以幸存，被后人奉为始祖。如今人们制作渡
河公香囊佩戴在身上，以缅怀祖先、祈求平安。
　　“渡河公香囊很可爱，也有实用价值，还有当
地特有的邕剧，京族的独弦琴、高跷捕鱼，壮医医
院……这些少数民族风情都让我印象深刻。”台湾
《观察》杂志社采访主任陈淑英是第一次来到广西，
她看得认真，记得仔细，细数这一路来体验到的民
族特色，她说，“大家都知道大陆的经济发展迅速，
但是这次广西之行让我感受到，少数民族风情一样
没有被忽略。”
　　从南宁往西北出发 300 多公里的盘阳河畔，坐
落着一个著名的“长寿屯”——河池市巴马瑶族自
治县甲篆镇平安村巴盘屯，这里依山傍水，古树成荫，
多百岁老人。
　　距离巴盘屯不远还有一处“百魔洞”，天然的
石灰岩溶洞雄伟壮观，但是吸引许多人前来观光甚
至长期定居的是这里的养生环境。“巴马的空气、
阳光、水、地磁和食物都适合养生，我们把冬天到
这里来过冬的北方人称作‘候鸟人’，目前巴马县
有超过 10 万‘候鸟人’。”百魔洞景区讲解员介绍说。
　　“这里水绿山青，生态非常好，这么多的长寿
老人让人很惊讶。”台湾 ETtoday 东森新闻云大陆
中心组长曾俊豪手持相机，一路走一路拍，他说，
养生是两岸都关心的话题，借着“长寿乡”的概念
发展长寿旅游经济，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有很大的改
善作用，这也符合现在的扶贫战略。
　　除了民族风情和绿水青山，两岸记者还感受到
了广西的蓬勃发展：在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
公司，一块块智能屏幕上显示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
实时上网、通话状况，港口物流追踪，舆情监测；
在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除了有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新产业，还可以看到燕窝、
橡胶、棕榈油等东盟国家产品的深加工企业；在防
城港集装箱办理站，发往全国各地的大批货物整装
待发……
　　“印象中广西是属于比较边陲的地区，但是这
些年广西抓住东盟、‘一带一路’倡议等机遇，完
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为许多重要战略的交汇点，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台湾《旺报》两岸组主任陈
君硕说。不仅如此，他还细心地发现，广西还积极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这种发展势头，由
此可见一斑。”
　　台湾东森电视台驻北京主任记者杨钊 10 年前就
来过广西，说起两次的对比，他感触颇深，“广西
沿海又沿江、沿边，拥有天然的北部湾港口，又有
多重叠加的优惠政策，这几年发展很快，发展潜力
也非常大。再加上这里文化多元，包容性强，对台
商来说，是非常好的投资地。”（程龙）

(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两岸媒体在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拍摄

特写：暴力冲突
不断让香港商户
苦不堪言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 题：暴力冲突不断让香
港商户苦不堪言

　　新华社记者朱宇轩、张雅诗

　　八月初的午后，烈日当头，港岛西环歌连臣街
路口的交通灯明显可见几日前被打砸的痕迹，引起
了几位拖着行李箱的游客的注意。
　　看着门前经过的零星几位游客，街道附近一家
酒店的大堂主管裴先生站在接待台后托着腮发愁。
此时距离上一位客人办完入住手续已经几小时了，
下一位客人迟迟未现身。“真的很难，今年行情比
去年差太多。”他叹气说。
　　发愁的还有在铜锣湾利园山道一带摆摊卖衣服
的黎先生。看着眼前稀疏的人流，他皱着眉感叹生
意难做。
　　“每次看新闻得知‘要搞事’了，我索性不开业，
休息一天。反正搞得一团乱也没生意，还可能交通
堵塞没车回家。”黎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的“生
存之道”。
　　“唉，社会这么乱，人们都不敢出来消费，这
生意还怎么做啊。”看着空荡荡的小摊，黎先生只
能苦笑。
　　6 月 9 日至今，香港发生多起游行示威，导致暴
力冲突屡屡发生，不仅让当地商户不胜困扰，也让
不少访港旅客望而却步。
　　旅客减少直接影响酒店行业：即使在七八月份
传统旅游旺季，行业整体也不景气。以裴先生工作
的酒店为例，去年暑假平均每晚房价约 600 港元，
今年直接断崖式缩水，跌至每晚 300 多港元，并且
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今年生意差是肯定的。我们酒店行业都是‘海
鲜价’，一有风吹草动，房价‘腰斩’也不为过。
更惨的是，即使价格一降再降，游客还是不来，甚
至有客人坚持取消早就订好的房间。”裴先生无奈
地说。
　　他告诉记者，往年暑期入住率突破 90% 也并不
稀奇，而今年可能连 70% 都达不到。“没办法呀，
示威游行太密集了。激进示威者又是纵火，又是打人，
还瘫痪交通，谁见都得怕！瞧见我们酒店旁那个坏
了的交通灯了吗？前几天刚被砸的，几个客人一出
酒店门就看见了，吓得想退房！”
　　零售业与酒店行业息息相关。在示威游行多发
的铜锣湾，商户更是叫苦连天。铜锣湾以往人群熙攘、
游客如织，买杯饮料都要排长队，如今人流大幅减少，
商家生意一落千丈。
　　“我们商户很被动，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在
铜锣湾波斯富街一家美发用品店上班的黄先生这样
自嘲。
　　黄先生说，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商铺也无可奈何。
虽然商家成日担心安全问题，但生活不易，租金要交，
生意也得继续。“唯有多多留意新闻，一有事情就
马上收铺。”
　　在铜锣湾摆摊卖手机配件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5 日发生激进示威者滋扰活动那天，他如常从附近的
货仓取货，中午 12 时左右开始摆摊，“我们开业了
两个小时左右便收摊撤退，实在不敢冒险”。
　　王先生说，近日来，外来游客和本地客人都大
为减少。“我在铜锣湾摆摊近 10 年，从没遇过这么
差的市况。”王先生连连摇头。
　　日前发布的最新旅游业数据显示，6 月访港旅客
人次约 514 万，环比下降 77 万人次；酒店入住率为
87%，同比下降 3 个百分点；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
时估计为 352 亿港元，同比下跌 6.7%……
　　“将心比心，我作为一个普通游客也不愿意去
危险的地方。如果香港不再安定，我们自己都被搞
得人心惶惶，凭什么要外地游客对香港有信心呢？”
裴先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