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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觀塘工商業聯合會會長余敏、創會會

長蔡德河、永遠榮譽會長楊孫西等會

董局成員，日前拜訪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受到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熱

情接待，賓主雙方並就香港政治民生

熱門議題，以及工商界如何為促進香

港及內地發展，構築香港和諧社會作

貢獻等交換意見。

觀塘工商聯訪中聯辦九龍工作部
獲王小靈接待 就構築和諧社會獻力等交流

王小靈表示，九龍工作部於2014年遷到觀
塘，是為了配合九龍東的未來發展，她

指九龍工作部非常樂意協助香港工商界與內地
各單位加強聯繫，更高興能夠發揮橋樑作用，
為香港各界的溝通和合作多作貢獻。
她讚揚觀塘工商聯為香港繁榮穩定做了大
量工作，並對內地建設作出大量貢獻，指觀塘
工商聯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做有益事情，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是愛國愛港團體。
王小靈強調，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視察香
港時發表講話，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王小靈盼團結各階層關心社群
她希望工商界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透過
各種形式關心社群，這些工作任重道遠，期盼
在前輩已建立的基礎上，工作愈做愈好。
余敏表示，觀塘工商聯與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交往逾三十載，他感謝九龍工作部一直以來
為其會的廠商提供各種各樣有益的資訊，又協

助解決大小不一的難題。
她續說，透過中聯辦的牽線搭橋，該會與
內地各個省市有關單位建立了廣泛而密切的聯
絡網，為兩地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

楊孫西冀改善九東規劃
楊孫西指，特區政府在2011年10月公佈起

動九龍東發展計劃，要將九龍東發展成為香港
第二個核心商業區。近年，觀塘商貿區內新型
商廈不斷落成，就業人口大幅躍升；然而，觀
塘商貿區內很多街道都是早年設計和興建，交
通系統和規劃已經不合時宜，令原已十分惡劣
的交通問題更加嚴重。
有見及此，觀塘工商聯近年將工作重點回

到「發展九東」，重新審視觀塘商貿區、九龍
灣商貿區以及啟德發展區的發展方向，探討九
龍東發展，並提出改善建議。
出席拜訪的觀塘工商聯人士尚包括永遠榮

譽會長李文、許鎮江、廖漢輝，榮譽會長甄元
昌，副會長施忠民、黎健漢、鄭嘉成、卓蔚
南、李奕彬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
道）香港湖北青年會日前在武漢舉辦來
港行前說明會，向即將到香港讀書的湖
北學生提供在港學習生活等多方位的專
業指導和經驗分享。該會主席林昊表
示，這是香港湖北青年會成立以後首次
主辦針對湖北青年學生的行前輔導，希
望能幫助學生朋友快速適應在港的學習
生活，同時也為同屆新生提供互相結識
交流的平台。
當日有包括就讀本科生、碩士及博士

在內的超過六十名即將赴港就讀的學生
和家長到會，香港湖北青年會更貼心向

學生準備了大禮包，包括八達通卡和可
在港使用的手機電話卡，同時邀請專業
人士和有豐富在港學習生活經驗的學姊
學長擔任嘉賓，向新生分享經驗。

管樂盼兩地學生能共融
香港理工大學內地生學者聯合會主席

管樂在分享環節告訴新生，赴港後將經
歷從內地的中文教學到香港的英文教
學、從普通話到粵語的語言環境轉換，
日常學習生活亦從集體管理向個人自控
的轉換，這對於新生都是不小的挑戰。
內地的學生在抱團學習生活的同時，應
該融入香港本地同學群。

高博倡內地生勿忘家鄉
香港大中華青年創業及職業發展中心

主任高博分享經驗稱，赴港就讀深入了
解香港社會是根本，應該多走出象牙塔
了解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早早
為將來的就業、創業作出職業規劃。
他並建議，內地學生赴港就讀和創

業，也不要忘記自己的家鄉。
祖籍湖北的林昊表示，香港湖北青年

會於2016年8月成立，為香港湖北聯誼
會的屬會。此次舉辦赴港學生行前說明
會是青年會的一項活動，後續還將開展
涉及工作、學習和生活的多方面精彩活
動，豐富在港湖北青年的課餘和業餘生
活，希望能夠促進在港湖北青年和香港
本地青年之間的交流，幫助在港湖北青
年盡快融入香港社會，同時增進香港年
輕人對荊楚文化的了解，為鄂港兩地的
融合貢獻一分力量。

湖北青年會輔導赴港新生

■六十多名即將赴港就讀的學生和家長參加行前說明會。 主辦機構 供圖

■香港觀塘工商聯首
長與中聯辦九龍工作
部副部長王小靈（前
排右三）合影。

距離傳統七夕還有一周，在西漢水
上游的甘肅省隴南市西和縣、禮縣一
帶，數萬名女性已經開始她們的乞巧
狂歡。在這裡，有着千年歷史的獨特
民俗再次延續。

連日歌舞 直至七夕
在西漢水上游，人們尊稱善織「雲

錦天衣」的天上織女為「巧娘娘」，
乞巧就是通過一系列的程序，乞求

「巧娘娘」賜予人類聰慧、靈巧和如
願婚姻，保祐人們生活幸福美滿。農
曆七月初一前夜，西和縣西峪鎮下寨
村200多名婦女放下手中的農活，一
番梳洗打扮後，身着盛裝走出家門，
來到村口，用歌聲把「巧娘娘」迎到
坐堂。接下來的7天裏，她們將連日
歌舞，並且到相鄰的村子互相演唱，
直到七夕。
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趙逵夫研

究認為，隴南乞巧是「秦人遺風」。
民俗專家也認為，隴南乞巧是中國保
存最完整、歷史最悠久的七夕民俗節
日活動之一。自2008年「乞巧節」被
增補為中國第一批非物質文化保護遺
產名錄以來，乞巧文化得到更好的保
護。如今，隴南市每年舉辦的「乞巧
女兒節」，正成為遊客體驗和感受這
一古老民俗的重要載體，吸引了10多
萬人次參與。 ■新華社

數萬女性乞巧狂歡
隴南民俗傳承千年

江西三大考古發掘項目9月份將有新進展，包
括：海昏侯劉賀夫人墓啟動考古發掘工作，撫州
洪門水庫開展水下考古發掘工作，以及龍虎山大
上清宮考古發掘項目進入新階段。
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徐長青介紹，隨
着去年10月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發掘工作的基本結
束，夫人墓的考古發掘成為公眾關注焦點，該項
目將於今年9月啟動。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墓園共有兩座主墓，西為劉
賀墓，東為夫人墓。劉賀墓封土堆看上去比夫人
墓的封土堆小，而封土堆大小與墓主身份顯赫程
度成正相關。盜墓賊選擇盜掘夫人墓，劉賀墓因
此倖免。鑑於夫人墓的封土上可見明顯盜洞，考
古專家表示發掘驚喜可能不如劉賀墓。

■新華社

海昏侯夫人墓下月發掘

這次的停產也成為一根導火線，讓孫宏利、
蔣建國等人陷入了更深的思考。「燒煤確實不
符合環保標準，也不符合北京城市發展定
位。」蔣建國說，「就連這個行業也與時代越
來越不合拍了。」
明知與城市發展定位不符，為何不遷廠？蔣

建國說，他們曾動過和外地企業合作或遷廠的
念頭，但最終都被否定。門頭溝琉璃傳承近千
年，採用本地特有的坩子土（頁岩）為原料，
土看上去雖然是黑的，但燒出來是白的，不容
易黑芯、滲水，這是外地土無法比擬的。此
外，門頭溝琉璃手藝人的工藝都屬一個派系，
目前只有蔣建國和另一人分別是國家級、市級
琉璃製作非遺傳承人，古都國華公司最年輕的
工人也有40多歲。「我們都是門頭溝人，也
都上年紀了，很難一起再去外地重新幹這行
了。」蔣建國的語氣裡充滿着惋惜。
如今，願意學這門技藝的人也越來越少。對

着廠裡的大黑窯，蔣建國說：「你也看到我們
這的生產環境了，琉璃製品大火燒得兩三天，
小火得四五天，都是髒活、累活，哪有年輕人
願意幹這行，來過的年輕人幹幾天就走了」。
蔣建國坦言，他希望工廠能在城市發展進程

中保存下來。「在過去那麼困難的環境下，老
藝人都把這門手藝傳承下來了，近千年的傳統
手藝還是得延續下去，不能斷在我們這代人手
上！」 ■新華社

苗族百鳥衣色彩豔麗、圖案古樸，反映
了苗族人民精巧的刺繡工藝和獨特的審美
情趣，有「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詩」之美
譽。圖為在貴州兩位苗族女正在展示自製
的百鳥衣。 ■圖/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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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頭溝北京古都國華琉璃製品有
限公司經理孫宏利稱，為讓琉

璃更好成型，門頭溝琉璃製法一直
沿用傳統的燒煤方式。

故宮成陵訂單未完成
「我們從4月開始停產。」該公

司經理孫宏利指着一堆半成品嘆着
氣說，「我們的傳統工藝是燒煤
的，區裡環保局4月份過來說有黑
煙直排，不符合環保標準，要我們
停止生產」。孫宏利介紹，公司前
身是琉璃瓦廠，成立已有近30年的
歷史，先後為國家重點工程和文物
修繕部門提供琉璃製品。公司目前
還為故宮、內蒙古成吉思汗陵等地
的修繕提供琉璃構件，但這兩個地
方的訂單都未完成。
廠裡的老師傅、「琉璃燒製技

藝」國家級非遺傳承人蔣建國表
示，門頭溝琉璃一直沿用傳統的
「官式」做法，即琉璃的規格、尺
寸及紋飾完全按照《清式營造則

例》的規定執行，「一直燒煤是因
為燒煤時的火是逐漸升溫的，穩定
性比較強。」

廠家探索煤改天然氣
為了能讓工廠繼續生存，孫宏利

找到湖北一家公司設計煤改天然
氣方案。孫宏利說，他現在寫了
一份材料，準備下周遞交環保
局。改造工程要花費 200萬元人
民幣左右，「如果環保局能批准
我們就進行改造。」孫宏利表
示，只要廠子能生存下來，他們
願意配合一切工作。
門頭溝區環保局工作人員表示，

區裡在嚴格整治燒煤產業，琉璃廠
主要因為燒煤、沒有除塵設施而被
停產。「我們在檢查時曾考慮過琉
璃廠的非遺文化屬性，覺得關了可
惜，但從環保局職責而言，我們只
能對廠子採取停產措施。」工作人
員表示，會和琉璃廠繼續進行溝
通，探索解決辦法。

北京門頭溝區龍泉鎮曾有着北京門頭溝區龍泉鎮曾有着「「中國皇家琉璃之鄉中國皇家琉璃之鄉」」美譽美譽。。然而然而，，自今年自今年44

月起月起，，該地所有琉璃廠因燒煤不符合環保規定而被關停該地所有琉璃廠因燒煤不符合環保規定而被關停。。這意味着相傳這意味着相傳700700

多年的琉璃窯火暫時熄滅多年的琉璃窯火暫時熄滅。。據了解據了解，，自元代起自元代起，，朝廷就在門頭溝設琉璃朝廷就在門頭溝設琉璃

局局，，清乾隆年間清乾隆年間，，北京琉璃廠遷至此地北京琉璃廠遷至此地。。故宮故宮、、頤和園等皇家建築每次大頤和園等皇家建築每次大

修或改造修或改造，，都要用到該地燒製的琉璃都要用到該地燒製的琉璃。。 ■■《《北京青年報北京青年報》》

■非遺傳人蔣
建國表示，希
望琉璃手藝能
世代相傳。圖
為工人在製作
琉璃。

網上圖片

■■位於北京門頭溝位於北京門頭溝
區龍泉鎮的琉璃文區龍泉鎮的琉璃文
化牆化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因古法燒煤不環保因古法燒煤不環保，，700700年年「「皇家琉璃皇家琉璃」」全部關停全部關停。。
圖為北京門頭溝區龍泉鎮一間琉璃窯廠圖為北京門頭溝區龍泉鎮一間琉璃窯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古法燒煤不環保
700700年年「「皇家琉璃皇家琉璃」」全關停全關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