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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日最高纪录！港珠澳大桥单日出入境车辆突破 1.6万辆次

    新华社（记者王浩
明）
   记者 26 日从港珠澳
大桥边检站了解到，经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
岸出入境的车辆，25 日
首次突破 1.6 万辆次，
今年第 19 次刷新纪录，
创造了大桥开通以来单
日最高纪录。
   据介绍，受港澳公共
假 期 影 响，12 月 23 日
至 25 日，经港珠澳大桥

边检站查验的旅客连续
三天单日超 10 万人次，
共计 30.8 万人次，出境
12.1 万人次，入境 18.7
万人次；查验车辆共计
4.55 万辆次，出境 2.06
万辆次，入境 2.49 万辆
次。其中，港澳单牌车
共计 2.9 万辆次，占比
达 64%，成为口岸通行
主力。
   边检部门介绍，港珠
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

为“港车北上”“澳车
北上”唯一指定通行口
岸，持续增多的港澳单
牌车是推高口岸出入境
车流客流的最主要因素。
   “12 月以来，港澳单
牌车通行量达 16.9 万辆
次，环比增长 12.6%；
日均通行量超过 6700 辆
次，约占口岸日均客车
通行总量 1.2 万辆次的
55.8%。其中，香港单牌
车成为口岸通行车辆的

主要增长点，月均增速
超过 24.8%，最高单日
通行量突破5400辆次。”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边检
处副处长鲍海阳说。
   今年以来，港珠澳大
桥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
入境旅客超过 1580 万人
次，车辆超过 317 万辆
次，分别是 2019 年同期
的 1.25 倍和 3.75 倍。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疏
导压力，港珠澳大桥边

检站创新查验形式，在
客车道正式启用移动查
验模式，高峰时段随车

人员平均等候时间缩短
20%-30%。

“愿在大陆做剑道推广者” 梁振英：工展会助新疆推广产品

   大公报记者 苏榕蓉
（文、图）
   在大陆，从初出茅庐
到独当一面，一批台湾
青年们正融入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共
享大陆发展机遇，“90
后”的台湾“剑道达人”
苏郁程便是其中一个。
他和朋友在福建厦门合
办了一家剑道道馆。经
过 9 年的扎根与打拼，
苏郁程从无到有，拥有
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剑道
道馆，还娶了福建太太，
拥有一对可爱的儿女。
大陆之于苏郁程，已是
“吾心安处是故乡”。
他说：“如今我无论走
多远，都会期待尽快回
家。这个‘家’就是厦门。
在大陆推广剑道，我有
信心让更多青少年爱上
剑道。”
 　　“左脚出步，剑
斜 45 度往肋部切下，
不要高过铠甲，速度要
快……”见到苏郁程时，
他正在剑道馆里指导学
生练剑，身着一身蓝色
训练服，左手执木剑，
语调和蔼，神情颇为专
注，宛如穿越时空而来
的武士。10 岁开始学习
剑道，17 岁拿到全台剑
道比赛的冠军，25 岁荣
膺 2015 中南剑道公开赛
男子个人赛冠军……苏
郁程的个人履历闪闪发
光。他表示，起初是因
为好奇而参加学校剑道
社团，没想到从此剑道
会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
的部分。
　　2013 年，还在台湾
就读大学三年级的苏郁
程，受聘到厦门一家剑
道道馆当剑道教练。每
周一到周五在台湾的学
校学习，周末则通过“小
三通”赴厦门剑道馆教
学。大学毕业后，苏郁
程已习惯了厦门的教学
生活，便决定赴厦门发
展，之后开办剑道馆。
兴趣为学之始，更是苏

7月 11日，车辆在港珠澳大桥上行驶（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梁建华 摄）

台湾剑道教练苏郁程在厦门的道馆指导学生。

图：梁振英日前身穿唐装棉袄，在工展会欣赏新疆
歌舞。\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万霜灵摄

   【大公报讯】
   记者龚学鸣报道：今
次工展会除推广香港品
牌和产品外，亦首次引
入新疆歌舞，并设有新
疆特产摊档，吸引入场
者了解当地丰富优质的
产品。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认为，工展会作
为香港老牌展览会，有
助于新疆推广当地特产
及特色文化。
　　梁振英日前身穿唐
装棉袄，在工展会欣赏
新疆歌舞。他表示，为
了在香港、在国外讲好
新疆故事，他今年参加
不同的考察团，去了新
疆三次。这次有新疆的
艺术团和优质产品都来
到香港工展会，他相信
推广效果会好，特别工
展会是香港一个老牌的
展览会，入场人次都过
100 万，令这些产品可
以面向更大的群体。
　　梁振英说，香港是

一个国际大都会，而且
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
如果产品在香港能够站
得住，就可以到国际市
场去打拼。让内地的好
产品直接参与工展会、
直面香港的顾客，是比
较新的做法。他鼓励当
地商家在这次活动中汲
取经验。
　　厂商会会长史立德
今年 8 月也随团到新疆
考察，助力新疆产品更
好开拓市场、打造品牌、
提升附加值、走出国际。
在梁振英的邀请下，加

上厂商会的支持和资助，
新疆文化表演艺术和特
色产品首次在香港工展
会登场，包括新疆的蜂
蜜、果干、沙棘原浆等
产品。
　　促进现代化专业人
士协会副会长叶泽恩应
梁振英邀请，到场参观
新疆摊档。他表示，香
港的专业服务，如市场
推广、品牌打造、包装
设计、国际性的商检服
务等都能帮助内地一些
好产品走好高质量发展
的最后一公里。

郁程创业的动力。初期
和许多初创青年一样，
他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苏郁程回忆说，“我的
道馆最初开在一个环境
不错但地理位置比较偏
的地方，招生问题成了
最大困难。”
　　谈及那段经历苏郁
程感慨万千。“当时在
厦门发展没有人脉、没
有资源，为了招生走上
街头四处发传单，什么
事都得自己做。最后通
过一个又一个 QQ 群、微
信等宣传，第一批招入
了 10 名左右的学员。”
回忆起第一堂课的场景，
苏郁程依然记忆犹新，
当看到学员们走进馆内
学习时，他便下决定一
定要教好他们。“剑道
不仅练剑更是炼心，剑
道其实就是一种动禅，

把心放空，在动静之间
去体悟人生哲理。”教
学过程中，苏郁程耐心
教会每一个学员标准的
姿势，传授正确的击打
要领，同时还传授关于
剑道的文化理念。
　　作为创业者的苏郁
程，不可避免要遭遇不
少创业者前期都要面对
的问题─亏损。“开馆
的前几年，我基本上都
是属于亏本状态。”苏
郁程介绍，尽管陆续有
学员前来学习，可人数
总归不多，场租费用等
成本问题困扰着他，为
了持续下去，道馆前几
年不得不频频改换场地。
苏郁程意识到，只靠剑
道爱好者的人群基础很
难让场馆火热起来，于
是开始尝试自寻“破圈”
之路。

　　他开始通过社交平
台的引流，例如，准备
公用剑道服，供体验课
学员穿，一些达人博主
体验课后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 vlog 和照片，收到
大量点赞。评论区也有
不少人询问：“地址在
哪里？想学。”因为剑
道服素雅、剑道出片的
特点，苏郁程的剑道馆
还开辟了拍照服务，即
便是不练剑道的人，也
可以购买拍照套餐前来
体验。随着网络的传播，
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
剑道运动。
　　“青少年阶段最容
易接受新鲜事物，也是
一个三观形成发展的关
键时期，因此，走入校
园推广剑道运动，有助

于剑道运动在青少年一
代的普及。”为此，苏
郁程也开始走进厦门大
学等学校，开设剑道选
修课，希望为剑道运动
的后续发展壮大储蓄力
量。
　　近年，苏郁程经常
带学员们赴大陆各地参
加剑道比赛，也在厦门
组织过两次友谊赛，邀
请大陆剑道爱好者共磋
技艺。苏郁程透露，下
月在厦门举行的东南剑
道公开赛，是由他的道
馆承办的，“我已经在
邀请台湾剑道爱好者，
希望能为两地剑道爱好
者搭建起互相交流切磋
的良好平台，促进两岸
剑道爱好者，特别是青
年学生的交流交往。”

杭州支持台青双创 最高资助 500万元

   【大公报讯】
   据中新社报道：浙江
省杭州市台办 22 日公布
《关于支持和鼓励台湾
优秀青年人才来杭就业
创业的八项措施》，支
持和鼓励台湾青年人才
共享发展机遇。
　　杭州市台办副主任
余联科介绍，此次出台
的措施涵盖台青在杭州
学习、就业、创业、生
活各个方面，既包括“真
金白银”引进台湾高层
次人才、台湾优秀毕业
生，也为台青提供创业
项目资助、创业融资支
持、经营场所房租补贴
等。如为引进优秀台湾
毕业生，杭州对符合条
件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应
届台湾大学生发放生活
补贴，其中本科毕业生
1万元（人民币，下同）、

硕士毕业生 3 万元、博
士毕业生10万元。同时，
在杭州工作的本科及以
上应届台湾大学生还可
享受租房补贴，3 年内
每户每年 1万元。
　　在支持台青创新创
业方面，措施提出对相
关落地项目分别给予不
同等级的资助，其中最
高资助 500 万元。

　　在杭州市台协会常
务副会长林启民看来，
此次措施内容非常务实，
想台青之所想，急台青
之所急，给广大台青来
杭州发展吃下了“定心
丸”。“特别是这次还
同步发布了具体操作指
南，帮助台青清晰知晓
相关政策的申报路径，
可谓诚意满满。”林启
民说。

图：9 月 15 日，杭州台青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
发展论坛后合影。\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