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6日，40餘位海外華文媒體主要負責人

參訪山西臨汾黃河壺口瀑布景區和洪洞大槐樹尋

根祭祖園，一天行程讓參訪團成員們對華夏

「魂」與華夏「根」有了深刻感悟。黃河作為中

國母親河，素被稱為「華夏之魂」，在奔騰壯闊

的壺口瀑布前，團員們直呼深切感受到中華民族

的英雄氣概和民族脊樑。在洪洞大槐樹下，大家

聆聽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範圍最廣

的官方移民歷史，尋找自己的姓氏出處，團員們

真切感受到中華民族同根同源的精

神內涵與文化認同。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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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民族「魂」尋訪華夏「根」
海外華媒參訪黃河壺口瀑布與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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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慧征服流沙 給塔克拉瑪干沙漠「鎖邊」

弘德明道

（特刊）

我怎麼這麼幸運，此生
能當中國人！最近中國又
完成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
偉大的工程，中國成功地
將全球第二大的流動沙

漠——塔克拉瑪干沙漠緊緊「鎖住」。隨着最後
寬50米、長100米沙地栽上胡楊、梭梭、紅柳等
固沙苗木，環繞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全長3,046公
里的綠色阻沙防護帶實現全面鎖邊「合龍」。
塔克拉瑪干沙漠總面積約33.76萬平方公里，其

中的沙丘高度可以高達數百米，形成壯觀的沙山
景觀。在強風的作用下，沙漠像一頭怪獸般四處
流動，對周邊的土地和生態環境構成嚴重威脅，
同時也威脅着新亞歐大陸橋和中巴經濟走廊的交
通安全以及「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
從40年前開始，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開始和它
較量，樹種不活，那就先搭建草格子固定沙子，
再來種植物。天山腳下的苦孩子們自告奮勇：我
上！於是沙棘、胡楊、駱駝刺、梭梭、沙柳……
上百種在鹽鹼水中頑強生長的植物，被一一栽種
在沙漠之中。沙漠三十多米的地下都是苦鹹水，
治沙人把珍貴的水用水管道直接滴到植物根部。
全球變暖，天山冰雪融化，竟然讓斷流多年的塔
里木河重新波濤洶湧，甚至形成了洪水。新疆人

民以智慧和勇氣，將洪水轉化為寶
貴的資源，引洪灌溉、蓄水、補
水、下洩，洪水利用率高達80%，
讓沙漠裏的洪水成了「最沒尊嚴」
的洪水。
與此同時，一排排2米多高的光

伏板樹了起來，成了高大的沙障，
不僅削弱了風速，在光伏板的掩護下，寬100米的
梭梭林被種了起來，長大的梭梭林再反過頭來保
護起了光伏板。治沙、發電兩不耽誤。如今，這
條長達3,046公里的綠色防護帶，如同一條巨龍蜿
蜒在沙漠邊緣，將塔克拉瑪干沙漠緊緊包圍。從
此，沙漠不再肆意擴張，它的面積只會逐漸減
小。
而中國人並未止步於此，他們開始在沙漠中種

植棗樹、紙皮核桃、蓯蓉、水稻，甚至養殖海
鮮、生產珍珠，將沙漠變成了聚寶盆。新疆立志
成為中國的產糧大省，成為良田萬頃、麥浪翻滾
的農業天堂。更值得一提的是，塔里木盆地埋藏
的油氣資源佔我國陸上超深油氣資源的60%，全
球的19%。
未來的新疆，不僅是祖國的邊疆重地，還是改
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一帶一路」的核心區域，
更會成為世界矚目的經濟中心。

洪明基 全國政協委員

當天，參訪團來到山西吉縣黃河壺口瀑布景區，這裏
出現今冬首次流凌（在河流封凍前河水和冰塊一起

流動的自然景象），散落的流凌順流而下，宛若一朵朵
白色的花瓣落在河面上，與岸邊的冰掛美景相映成趣。
令人驚喜的是，流凌冰掛彩虹景觀同時出現，參訪團興
奮不已，拍照打卡，合影留念，觀看表演，年輕記者還
穿上花棉襖騎上小毛驢，化身黃河岸邊的「小媳婦
兒」。

觀黃河磅礴之水 感「民族脊樑」之基因
九曲黃河，壺口段水勢磅礡最為震撼，最能體現中華
民族之魂。「人未近，先聞聲。水勢如雷，陣陣轟鳴，
晴天時彩虹半懸，讓人驚嘆。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
代，所有的景色都能在網絡世界呈現，但當我真正看到
黃河壺口瀑布，仍有熱淚盈眶的感覺，我想，這是華夏
兒女心中的認同感和文化自信，是我們的靈魂所在。」
新加坡新馬傳媒的年輕記者周芷焓說，「多少個震撼都
無法表達我的心情，我們新馬傳媒願意做橋樑，鏈接內
外，將更多的臨汾故事、山西歷史、中國文化講給海外
聽。」
菲律賓華商縱橫傳媒社長黃棟星慨嘆：「黃河之水奔騰
壯闊，山西深蘊着中華文化的精粹，短短的兩三天參觀，
我強烈地感受到『民族脊樑』的基因，為山西、為臨汾點
讚。」

聽大槐樹歷史 尋「祭祖」儀式感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一曲民謠，記

錄了600年前的明朝大移民，也賦予了山西臨汾「華人老
家」的根祖情結。
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位於山西省洪洞縣，是全國唯一
以「尋根」和「祭祖」為主題的民祭聖地。
「元末明初，洪洞大槐樹下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
大、歷時最長、範圍最廣的官方移民，如今的大槐樹移民
子孫繁衍遍布中國各地，並輾轉遷徙海外，所以臨汾被世
界華人當成『家』，稱為『祖』，看作『根』。在『根』
的引領下，每年有數以萬計的華人踏上歸途，尋找的不僅
是地理上的坐標，更是由血脈相連、文化傳承所賦予的認
同感與歸屬感。」講解員一番話引得參訪團成員頻頻點
頭。大家聆聽歷史，尋找記憶中關於「祭祖」的儀式感，
也探問自己的姓氏來源。
澳大利亞財視澳洲社長詹金龍說：「在大槐樹下，我感
受到了移民文化和家庭觀念在中國人心中的重要位置，這
裏是許多華人尋根問祖的精神家園。」

用相機記錄 將文化傳播海外
「這裏不僅是尋『根』的地方，更是一個傳承和弘揚民

族文化的重要場所。」韓國中外通訊社副總編孫文明說，
夜遊大槐樹也是一次難忘的心靈之旅，「它不僅讓我找到
了自己的『根』，更讓我深刻體會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內
涵和文化底蘊，我會用手中的相機記錄這一切，把它傳播
到國外，讓身邊更多在外的華人和外國友人更深入地了解
中國。」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文匯報副總編輯王國辰更是吟
詩一首引眾人感慨萬千。「萬里同風走無涯，足落洪洞
始到家。五百年前同根脈，千古槐下共錦華。有緣歡聚
一杯酒，無語凝眸漫天霞。明朝踏歌送君去，且待春回
擷新茶。」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粵港澳
大灣區超級充電驛站、中油米雲國歐液冷超級充電
站16日在珠海啟用，實現「一杯咖啡滿電出發」的
超快充電，吸引港澳新能源車主前來「嘗鮮」。首
批享受歐標便捷充電服務的香港車主彭先生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以前在內地給車充電需要配置轉
換頭，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有了歐標充電樁，我們
北上來內地旅行消費、探親和投資都更加方便。」

「一杯咖啡滿電出發」超快充電
為全方位滿足粵港澳大灣區新能源車主的便捷充

電需求，珠海米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攜手中國石
油在珠海共同打造第三座超級充電站，成為目前珠
海首個集合國標、歐標以及液冷超充設備的超級充
電站。該充電站緊鄰珠海拱北口岸，站內共設有57
個充電樁位，包含6個歐標充電樁、7個液冷超級
充電樁、44個國標充電樁。其中，液冷超級充電樁
堪稱「一秒一公里」的充電速度，可讓新能源車主
實現「一杯咖啡滿電出發」的超快充電體驗。
「這意味着澳門市民和運輸車輛在珠海也能享受

到同樣便捷、高效的充電服務，從而極大地緩解了
澳門充電難的問題。」澳門宏益集團執行董事鄭穎
超表示，由於土地資源和電力資源都相對有限，當
前，澳門在充電設施建設方面還存在一些短板，在
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電動汽車的普及和發展。隨着珠
海歐標充電站的建成開業，為澳門的綠色出行事業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更讓人們看到了珠澳兩地
充電設施一體化建設的廣闊前景和無限可能。

灣區液冷超級充電站珠海啟用
港澳車主體驗「一秒一公里」充電速度

17日上午，此次海外華媒參訪的

最後一天，有的參訪團成員已提前

訂了返程機票，但看到主辦方邀請大家「跟着悟

空遊山西」，打卡廣勝寺，不少人都改簽了機

票，趕往廣勝寺圓夢。

廣勝寺創建於東漢建和元年，初名「俱盧舍

寺」。北魏太武帝滅佛時被毀。唐大歷四年

（公元 769 年），汾陽王郭子儀奏請重建。唐

代宗御賜「廣勝寺」，意為「廣大於天，勝名

於世」。元大德七年地震毀壞後重建，明嘉

靖、清康熙年間重建飛虹塔和大雄寶殿，其餘

均為元代建築。

賞廣勝寺「三絕」感祖國發展史
廣勝寺裏有「三絕」。第一絕，86 版西遊記

《唐僧掃塔辨奇冤》中閃爍着金光的寶塔——飛

虹塔就在這裏，飛虹塔是世界最高的多彩琉璃

塔，也是現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琉璃塔，同時也

是《黑神話：悟空》的取景地之一；第二絕，現

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趙城金藏》就是在這裏

發現，這是一部涉及哲學、歷史、文學、醫學、

建築等諸多領域的佛教全書，全世界只此一部，

被視為稀世瑰寶；第三絕，水神廟元代壁畫。此

壁畫以市井生活為主題，是我國古代唯一不以佛

道為內容的壁畫。

埃及《中國周報》副社長朱新娥說：「看塔、

探寺、觀壁畫，看到先輩們的工匠精神和中國文

化的代代傳承，海外華人應該常回家看看，感受

祖國發展的歷史和成就，才能更好地把中國故事

傳播到世界各地。」

看塔探寺觀壁畫 中華文化代代傳
特稿

掃碼睇片

韓國《新華報》副社長隋興國：
我眷戀這片文化底蘊深厚、人傑地靈的土

地，這裏的人、這裏的景，讓我有回家的感
覺。我將不遺餘力全面向海外各界推介山西，
講好中國故事！
科特迪瓦《西非在線》副總編朱育新：
踏足山西，我彷彿穿梭在中華文明的浩瀚長卷

中。讓我深切感受到中非文明雖地域迥異，卻同
樣璀璨奪目，共鳴深遠。此行不僅加深了我對中
國歷史文化的理解，更激發了我對中非友好合作
未來的無限憧憬。願我的筆觸，能成為連接兩大
文明、促進中非人民心靈相通的紐帶。
歐洲新聞網編輯嚴慧娟：
山西之行，不僅是一場視覺與心靈的盛宴，

更是一次東西方文化深度對話的契機。臨汾的
古蹟，如同活生生的歷史教科書，以獨特的藝
術語言，讓我深切感受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
深，它跨越了時空界限，與西方的藝術瑰寶遙
相呼應。我深刻體會到，加強東西方文化溝
通，不僅是增進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途徑，更是
推動世界文明多樣性和共同繁榮的關鍵。願此
次旅程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新起點。
希臘《中希時報》副總編盧南英：
中國與希臘同為世界文明古國，來到中華歷

史最具代表性的山西，被人類東西方古老文明
雙重激盪的同時，更為祖國五千年歷史從未中
斷的源遠流長而自豪驕傲。此次參訪，每一片
壯麗山河，都彰顯着中華民族的堅韌厚重；每
一處人文景觀，都彰顯着傳統文化的獨特魅
力。中希兩國文明雖遠隔萬里，但都承載着人
類文明的智慧與結晶。未來，我將會深入探索
並傳遞中希兩國文明的故事。

菲律賓華商縱橫傳媒社長黃棟星：
此行印象最深的是戎子酒莊創業者張文泉先
生從「煤老闆」身份華麗轉身，在6,000畝的
黃土高坡上，通過景區和附近古村落的聯動，
文旅融合、村企共建，帶動很多農民脫貧致
富，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振興」。這
是中國企業家轉型發展的典型，歷經17年的
艱辛歲月迄今還在努力，支撐着張文泉先生的
是對家鄉人民深刻的愛，以及他內心如黃河之
水所激發的勇氣和信念，不斷前往，不斷超
越。
《非洲時報》新媒體編輯部主任鄧昕辰：
臨汾之行，不僅讓我領略了祖國山河的壯
美，更讓我對中華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
悟。非洲大陸的54個國家，絕大部分一直以來
都是中國的好夥伴。目前大約100萬華人群體

在那裏打拚生活。我將把這次旅行的所見所
聞，通過《非洲時報》與更多的海外華人分
享，讓更多人了解並愛上這片充滿魅力的土
地。我愛臨汾！山西後會有期！
歐中之聲副總編輯林奕賢：
這一路走來，交匯着歷史、文化、自然，這
是一次流動的盛宴，無論我們走到哪裏，臨汾
都與我們同在，正所謂所有的旅行都是出發，
到了臨汾咱是回家！
意大利《世界中國》雜誌社北京辦事處副主

任曲寧：
《黑神話：悟空》的橫空出世，引爆了人們

對山西璀璨傳統文化的興趣。隨着參訪的深
入，一個個載有五千年華夏文明密碼的地標向
我們揭開神秘的面紗。它們一脈相承，敘述着
世界的歷史長河中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
我們深知肩負的使命，要講好山西故事。我們
更願意融入到海外華文組織體系中來，更好發
揮矩陣效應，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
泰國泰亞傳媒副總編輯王菁野：
我認為，我們每個華夏子孫都有必要站在山
西這片土地上回溯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只有
我們知道自己是從哪裏來的，才能明瞭自己將
向着哪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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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餘位海外華文媒體主要負責人參訪山西臨汾黃河壺口瀑布景餘位海外華文媒體主要負責人參訪山西臨汾黃河壺口瀑布景
區和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區和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圖為參訪團在黃河邊大合影圖為參訪團在黃河邊大合影。。

●參訪團成員在洪洞大槐樹下尋找有沒有自己的
姓。

●年輕記者穿花棉襖騎小毛驢，化身黃河岸邊
的「小媳婦兒」。

●廣勝寺以寺內壁畫等圖案製作的文創產品，受到參
訪團成員喜愛，紛紛解囊購買。

●粵港澳大灣區超級充電驛站在珠海啟用，吸引港
澳新能源車主前來「嘗鮮」。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