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肅紀實行 港生察風情
循范長江足跡參訪 喜見西北發展繁榮

今年「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

子甘肅行」採訪活動，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再次組織16名香港學子重走當

年中國名記者范長江之路，先後參訪

了蘭州、白銀、平涼、慶陽等地。在

十天行程中，深入祖國，感受大西北

的地理風貌、產業民生，體驗偏遠西

北甘肅的深厚文化和風土人情。實地

行走和採訪，不僅使港生的寫作能

力、專業知識得到訓練，新聞素養得

以提高，更對祖國加深認識，增進了

解，也使他們發出感慨：「在同一片

藍天下，我們雖然相隔千里，但我們

同樣在不同的地區和環境努力創

業。」 ■記者 楊韶紅、劉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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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團很多學生都是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對新聞寫
作、採訪並不太熟練。起初他們的稿件都是花絮、手

記，被指導老師評為「優美的散文，不能成為新聞稿件」。
經過一周的訓練後，很多學生已有進步，並能夠擔任主稿的
寫作。
此行港生也逐漸養成當記者的良好習慣，採訪後會留下受
訪者的聯繫電話，之後進行電話採訪，再從大量資料中準確
地提煉出有用新聞。待指導老師提醒重要新聞點後，港生也
能自己查找資料，舉一反三，寫出新穎的稿件。
浸會大學學生蘇莉表示：「此次甘肅行收穫很大。起初不

太會寫新聞稿，要寫硬性稿件時很惶恐，雖然每次都採訪到
很多資料，但寫作時不太會融合，甚至有時候會覺得資料很
珍貴，不捨得拋棄，全都寫進去，最後不知在寫什麼。經老
師們反覆的耐心指導及小組成員的討論、幫助後，寫稿能力
大幅提升！」

打破荒蕪印象 了解城市發展
對於第一次來到西北的港生而言，印象中這裡是荒涼、空
曠、沙漠、人煙稀少等，但是來到甘肅後，卻有截然不同的
感受。學生均大讚這裡經濟發展很快、文化深厚、高樓林
立、天空很藍、綠化很好、街道很寬，人也淳樸熱情。
香港公開大學學生羅曉珊認為，「印象中的西北地區是一
片荒蕪。來到蘭州之後，發現這裡的城市十分發達，道路交
通規劃也做得挺好。」
採訪中，先進的無人機，高新技術企業以及致力於節能減
排的蘭州環境能源交易中心，都讓港學子感受到西北的發
展，不少學子感歎：「西北的發展超出想像！」
在平涼市靜寧縣看到大山裡整齊劃一的民房，美麗的農業
景觀園後，同學第一次知道甘肅的「精準扶貧」政策，了解
到當地政府通過推廣經濟果林種植、培養個體經營戶、開辦
養殖場等方式發展經濟，幫助農民致富。

實地體驗「帶路」感受燦爛文明
今次採訪之旅，也是同學實地了解甘肅作為「一帶一路」

重要通道和向西開放戰略前沿下的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等
各方面的大好機會，從對「一帶一路」的感性和概念的認
識，到敦煌舞、隴繡、崆峒武術等身臨其境的感受，是一次
思想和認知的洗禮。
他們驚嘆敦煌學、中醫學的博大精深，驚異這裡敦煌拳、
崆峒武術、道源聖地、王母故里、佛祖舍利的目不暇接，讚
揚石窟、雕塑、雕刻、刺繡等藝術的不可想像，為祖國燦爛
的文化所感動，為沿途所見豐富的遺存遺蹟而驕傲。
此外，今次活動更讓港生看到了廣闊的就業和創業機會。

香港公開大學學生李佳斌表示，採訪蘭州市、白銀市和平涼
市後，發現兩地青年人共同創業和促進就業的空間非常之
大，「西北的農作物豐富而質量高，只是欠缺一些成熟的經
銷商推廣，目前在這個電商成熟，交通方便的市場中，香港
的青年人可以考慮內地進貨，香港銷售的代購業務。」

7月27日，在「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
子甘肅行」啟動儀式上，公大學生李佳斌作為
學生代表發言，其發言得到甘肅省副省長夏紅
民誇讚。李佳斌坦言，當父母知道他要來甘
肅，擔心他不適應這邊的生活，「但我跟他們

說，雖然甘肅與我們生活的地方相隔千里，文化和
生活習慣上存有差異，但他們和我們一樣，需要有
尊嚴的生活，希望有更好的環境給下一代孩子，我
們都是一樣的90後，只不過是在同一片天空下，不
同地方開展自己奮鬥的故事」。

工作機會增 利港生北上
在採訪蘭州市、白銀市和平涼市後，他發現港生
在內地也有不少就業機會，「以白銀市為例，作為一
個老工業基地，其轉型發展，發展循環經濟是當務之
急，但當地專業人才和技術人員相當缺乏，這一點絕
對可以開放或招募香港學生前往高新區尋找工作機

會」。
他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可以鼓勵理科及工科大學畢

業生到西部高新區發展，多向青年人闡述國家高新區
發展戰略，讓他們了解到高新區將會是未來城市群經
濟體的核心，這能更有效提高高新區對學生的吸引
力。 ■記者 劉俊海

同一片天 共同奮鬥

7月28日，採訪團來到白銀神
龍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生產車間，
其中種類繁多的無人機和輕型載
人飛機吸引了各人目光。港生紛
紛上前，在一架從德國引進的輕

型載人旋翼機前排隊模擬試駕，駕駛
員教授了要領，「登機」需要先用右
腳，然後整個身體進入機艙，並告訴
他們如何繫安全帶、戴安全帽，如何
握操縱桿。之後港生都躍躍欲試，在
指導下體驗了一把「飛行員」的滋
味。嶺南大學學生劉曉月興奮表示：
「以前只是在電視和雜誌上看過這種
輕型載人飛機，從來沒有如此近距離
見過，並『駕駛』輕型載人飛機，感
覺太棒了！」
另外，該公司辦公室主任余子千向

大家介紹了公司現有的無人直升機發
展及用途。觀察細緻的浸會大學學生
蘇莉發現，負責人和車間內的工作員

都穿着「迷彩服」，就好奇地向余子千請教，
原來他們屬於軍區預備役，甘肅省軍區無人機
訓練隊就在他們公司，一旦遇上洪水、地震、
火災等特殊災情時，他們生產的無人機可以搭
載生命探測儀在城市上空巡邏，傳輸視頻，並
運輸應急救援物資。 ■記者 劉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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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獲農婦贈桃 幸遇男孩帶路

7月28日下午2時，港生來到白銀
深部礦產公司露天礦2號採場。當天
白銀溫度達到攝氏31度，是一天中
最酷熱的時候，很多學生抵受不了驕
陽，紛紛找陰涼處準備聽講解員講

解，而講解員卻站在陽光很強的位置，因
為那裡可以面對大家，照顧到所有人。
正當講解員開講時，學員之一的蔣婷悄

悄走上前，站在講解員身邊，細心地為她
撐起一把傘（見圖），將她完全暴露在陽
光下的身體遮住。這時講解員會意地向她
微笑，但絲毫沒有耽誤講解；蔣婷也點頭
微笑，一邊做記錄，一邊為講解員撐着
傘，直到講解結束。雖然彼此沒有太多說
話，但這小小關心的舉動，正代表着港生
對講解員辛勞地向同學講解的謝意，一切
盡在不言中。 ■記者 劉俊海

學員為講解員撐傘擋烈日

7月30日，採訪團來到甘肅白銀
市會寧縣，參訪了當年紅軍三軍會

師紀念舊址，同時在長征會師景園體驗了「爬雪
山」、「過草地」、「渡鐵索橋」。
長征會師景園位於會寧縣的桃花山上，在山腳

下，一眼可以看到縮小版的紅軍長征路線圖，記錄了
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一些重要會址、事件、人物
等。港生沿着山路穿過紅軍長征門，途經遵義會址、
最後到達瀘定橋。

蹣跚渡索橋 讚紅軍勇猛
眼前的鐵索橋讓港生興奮起來，向導遊確定安全
後，李寅舟等幾名男生率先走上這座近30米長的橋，
橋面以木板拼接起來，下面是百米高的山谷。
同學剛走兩步就感覺到鐵索橋左右晃動起來，根本

站不穩，前面的學生抓住兩邊的鐵鏈，一步一步向前
移動，後面的學生一個接一個踏上木板，手持鐵鏈，
探索着向對面走去。
體驗了「渡鐵索橋」後，同學紛紛讚歎當年紅軍的

勇猛，在橋面不完整，橋下波濤洶湧，對面機槍掃射
的情況下能成功奪下這座橋，實在不易。
從這次難忘的體驗開始，採訪團中悄然興起了學

唱革命老歌的熱潮。在採訪的大巴車內會有老歌接
力，在飯前的餐桌上會有集體哼唱，《歌唱祖國》、
《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在同學間已成為傳唱率最高的
歌曲。
8月3日，在南梁革命紀念館中，當講解員清唱隴

東民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
《繡金匾》三首老歌後，港生紛紛圍過來欣賞講解員
唱歌，唱完一首後各人拍手叫好，並熱情邀請講解員
再來一首。活動結束，在往機場的大巴上，車廂裡依
然迴盪着老歌的聲音。

訪革命區「長征」傳唱老歌懷古

8月1日，採訪團來到平涼市崆峒山
下的崆峒古鎮採訪，正好趕上崆峒武
術學校師生在表演武術，有機會近距
離觀看崆峒弟子徒手劈磚、縮骨功、
口吞鐵球等絕技，學生們時而拍手叫

好，時而拿起相機拍照，不想錯過每個精彩
瞬間。表演結束後，學生們紛紛上前向崆峒
弟子了解崆峒武術及他們的習武經歷，幾名
學生跳上舞台，向崆峒弟子請教武術招式，
並拿着表演用的刀具學習簡單招式。

舞台下，四五名學生圍着徒手劈開三層
磚的少年詢問，並好奇地用手去摸少年因
長期習武而長滿繭子的手掌。另有五六名
學生則圍着此前「口吞鐵球」的崆峒弟
子，仔細詢問表演的技巧等問題。
當問到他會多少種絕技後，這名崆峒弟子

即向學生們展示硬氣功。運氣後，讓學生摸
他的大腿，此時腿面已經硬如一塊鐵板。

親歷硬氣功 豈止「七傷拳」

樹仁大學學生劉嘉傑表示，「使勁用拳
頭去打，真的像打在鐵板上一樣，手還會
痛，真是太厲害了。」這一幕給他留下深
刻印象，以前他對崆峒派的了解只限於金
庸的武俠小說，其武功也只知道「七傷
拳」而已，來到這裡，發現他們使用的兵
器五花八門，功夫也是多種多樣，特別是
硬氣功，更衍生出適合男女老少練的
「養生拳」，讓他大開眼界。

■記者 劉俊海

訪崆峒「學武」「養生拳」開眼界

十多天的路程，白天不是在
採訪就是在採訪的路上，寫稿
的時間基本都是在吃過晚飯、
開完編前會後，待回到酒店收
拾並靜心下來寫稿時，基本已

是晚上10時，等到小組組長收齊全部
成員的稿件，並發給指導老師時，基
本已在12時左右，有的小組甚至在凌
晨2時交稿。不管多晚，每個小組都
會在交齊稿件後才休息。學生蘇莉表
示，「自己習慣把當天的事情做完才
休息，所以不管多晚都要完成。」
由於很晚交稿，第二天在採訪途中

的大巴車上，為了不影響接下來的採
訪，大多數港生都在補眠，但也有個
別學生還在寫稿或進行電話採訪。學
生劉嘉傑指，「只為記錄下那一絲靈
感，避免過後忘記。」

探求素材 尋根究底
很多時候，為了多採訪一些內容，

好為晚上寫稿有更多素材可以選擇，
港生會抓住一個採訪對象問很多問
題，如在慶陽採訪慶陽軒轅香包藝術
有限公司時，為了詳細了解慶陽香包
的刺繡技藝、傳統手藝的傳承等問
題。港生在該公司董事長張志峰的辦
公室採訪了一個多小時，由於要趕往
下個採訪點，指導老師和工作人員要
催促好幾次，同學才肯結束採訪。

■記者 劉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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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採訪團來到平涼市靜
寧縣唐岔村採訪時，碰到一名從田
裡忙碌完回家的農婦，港生們看到
便上前詢問她家的情況，對方即熱
情地拿出僅有幾個剛從田裡摘來的

桃子分給港生吃，還邀請他們回家吃西瓜
消暑。樹仁大學學生林頌婷說：「哇！在
這裡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8月4日，在慶陽採訪時，同學們又遇
到一名熱情淳樸的90後男孩，他帶領浸會
大學學生李寅舟等去買當地的香包，並主
動帶路幫助講價，再把大家送回賓館。同
學們均大為感動，「這位男孩沒有任何利
益得到，卻願意花那麼多時間陪伴我們，
真感謝他。」

■記者 劉俊海

■公開大學學生與甘肅省副省長夏紅民合影。
楊韶紅 攝

■港學子橫渡鐵索橋。 楊韶紅 攝

■港生紛紛
觀看崆峒平
涼文武學校
學生手掌上
的繭子。
劉俊海 攝

■浸會大學學生李浸會大學學生李
寅舟學習崆峒武寅舟學習崆峒武
術術。。 劉俊海劉俊海 攝攝

■港學子體驗輕型載人飛機 楊韶紅 攝

■范長江採訪團在靜寧縣余灣鄉王坪村現代農業觀光園合影。 劉俊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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