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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珠海邊檢總站港珠澳大
橋邊檢站3日公布，2024年經港珠
澳大橋珠海口岸出入境客流超過
2,700萬人次，同比增長72%；出
入境車流超過555萬輛次，是大橋
正式開通以來年車流量首次突破
500萬輛次大關，同比增長71%。
人車暢旺的港珠澳大橋正成為加速
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推進器。
「2024年，經港珠澳大橋珠海
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超1,620萬
人次，同比增長63%，佔口岸客流
總量近六成。」港珠澳大橋邊檢站
有關負責人表示：「尤其周末及節
假日期間，『口岸熱』現象尤為明
顯，2024年日客流量超10萬人次

以上天數達50天，是2023年的10
倍。其中2024年 2月13日農曆春
節期間，口岸單日客流量達14.4萬
人次，創下港珠澳大橋開通以來單
日最高歷史紀錄。」
港澳居民熱衷「北上」消費，內
地居民「南下」熱度不減。隨着內
地赴港澳「個人遊」城市的持續擴
容，圍繞港珠澳大橋打造的「一程
多站」灣區旅遊產品受到熱捧。據
統計，2024年持港澳旅遊簽註經
港珠澳大橋往來的內地旅客已超過
524萬人次，同比增長55%。隨着
2025年1月1日珠海市赴澳門旅遊
「一周一行」政策的實施，經港珠
澳大橋跨境出行的內地旅客數量有
望進一步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近期，阿塞拜疆航空與韓國濟州航空先後
發生重大安全事故，引發各界對於民航安
全的關注。中國民航局安全總監舒明江3
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直以來，
民航局按照我國民航法律法規及國際民航
有關要求，對航班運行開展安全風險評估
和風險排查，及時對航空公司可能受影響
的航班進行安全風險提示，並調整航線航
路計劃，確保安全運行。
舒明江表示，民航局強化鳥擊風險防
範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進一步壓實機場
的主體責任，督促各機場準確研判冬季
鳥類活動遷徙的規律，加強機場及周邊
區域的驅鳥作業，增強鳥害防治工作的
針對性，強化科技手段應用，提升鳥擊

防範的精準性，加強鳥擊殘留物的鑒
定，積累工作經驗。針對不同機場的實
際情況和鳥種的活動特點，制定不同的
防範措施，提升鳥防的工作效率。此
外，民航局還全面排查跑道安全隱患，
切實防範相關安全風險；加強應急演
練，進一步提升應急處置效率。

春運民航旅客料將超9000萬
舒明江還介紹，2024年，中國民航保持

了安全平穩的運行態勢，預計全年完成運
輸飛行1,381萬小時、539萬架次、旅客運
輸量7.3億人次，同比分別增長13.1%、
9.5%、18%，創歷史新高。在此情況下，
未發生運輸航空事故，運輸航空嚴重徵
候、人為責任徵候萬時率同比分別下降

11.6%、21.4%，連續22年未發生空防責
任事故。
在2025年民航春運保障工作安排方面，

民航局運輸司司長徐青介紹，今年春運民
航旅客運輸量預計將超過9,000萬人次，
有望再創歷史新高。春運期間，全國日均
航班計劃約18,500班，同比增長8.4%。在
國內旅遊目的地表現上，京津冀、長三
角、粵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間的傳統熱
門航線客流集中，仍是民航春運保障的主
通道。同時，北方哈爾濱、長春、烏魯木
齊等「冰雪遊」目的地和南方海口、三亞
等「避寒遊」目的地旅客量都將會有較大
幅度增長。在國際出行方面，春運熱門出
行目的地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
國、日本等周邊地區國家。

2019年，從小讀書須臾不離、在
台灣中山大學攻讀完古典文獻學博士後，又
一同任教東吳大學8年的周美華、周敏華姐
妹，受當時在東吳大學作交流的黃岡師範學
院文學院負責人的邀約，抱着看一看的想法
前往黃岡。

被路燈下讀書學生感動
周美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時正是11
月，對比台灣的氣候，這裏是非常寒冷的，我
們在晚上走進校園，結果看到好多學生就站在
寒夜的路燈下背書，我們當時不知道黃師是二
本（內地高考錄取本科第二批次學校的簡稱，
高考錄取本科分第一批次、第二批次），但大
學學生在路燈下讀書的情境和氛圍，把我們倆
感動得不得了，我們倆當晚就決定一定要留在
這裏當老師。」
很快，姐妹倆就與黃師簽約，成為學院的
特聘副教授，承擔學校文學院中文系中華元
典導讀、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古代文學課程的
教學任務。

授課如「蹲馬步」打好基本功
美華、敏華師承國學大師黃侃一派，因此
特別注重在文字學、訓詁學、聲韻學等方面
為學生打下古代文學的扎實基礎。「我們講
授的課程等於『蹲馬步』的功夫，如果馬步
沒有練好，將來研讀古籍就會出現謬誤。」
例如在文獻解讀課程中，她們會從甲骨文開
始為學生講解關鍵字的原本形態、演變形
態，讓學生從本源開始研讀孔子、孟子、荀
子言論的歷史背景，進而更好理解古代經典
中學生們為何如此問、為師者為何如此答。

「台灣朋友都說我們更快樂了」
「雖然她們的課程相對來說比較冷門，但
她們卻能從中挖出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來，
把學生吸引住。」這是校方對二人授課的評
價。
在授課的同時，得益於豐富的學術資源，
五年來，姐妹倆共同和單獨發表的學術論文
約20篇；凝聚她們共同心血的、從考古學角
度解構中國十二生肖文化的《十二生肖分
類》一書，也接近完稿。
一談到學生，兩位老師的臉上就情不自禁
地浮現出恬靜的笑容，「學生們、同事們、
領導們對我們真的很好，讓我們完全融入，
在這裏過得很快樂、很幸福、很自在，我們
的台灣朋友都說我們更快樂了」。
兩位老師也在努力地將自己的快樂反哺給
學生們。在面積約40平方米的工作室中，除
了把書架塞得滿滿的，姐妹倆也在其他角落
裏貼心地放了很多零食、飲料和小手辦，
「我們的學生喜歡到這裏跟我們交流，或者
完成他們的功課，這些零食是給我們大家準
備的」。

「中國經典沒有一句話不蘊含力量」
融洽的師生情誼，讓學生願意對兩位老師
敞開心扉。美華回憶起自己在課上講解《遊

子吟》中「慈母手中線」

時，因為想到遠在台灣的母親，於是也講起
了「子欲養而親不待」，告訴學生們要抓緊
時間孝順父母。過了沒多久，她的一個學生
告訴她，因為上了這堂課，自己特意把母親
從貴州接到黃岡住了一個月，每天陪母親走
走逛逛，還拍了不少視頻和照片，很多年沒
有跟母親有這麼長的快樂時光了。
另外有個同學，因為性格內向壓抑，隔三
差五就會把頭髮染成各種顏色，並且經常會
不由自主地哭泣。於是美華老師送給她一本
筆記本，婉言勸同學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抄寫
《道德經》。學生聽了老師的話，不停地抄
抄寫寫，兩個月過後，學生的頭髮就再也沒
有染過了，一直是黑亮的本色，而且也很少
哭泣了。「我們倆都對學生說，中國的經典
沒有一句話不蘊含力量的，我們歡迎你們抄
經典，也歡迎你們抄完之後送給我們。」

探索文化之旅 分享所思所想
在祖國的大好河山中展開文化行走，用自
己的腳步探索中國文化的厚重深邃和魅力，
是5年來姐妹倆持續獲得精神補給和內核升
華的重要動力來源。
兩姐妹利用寒暑假、參會研學的機會，已
經去了11個省市，從黑龍江哈爾濱到西安半
坡遺址，從青島到炎帝陵、龍門石窟。「在
大陸的行走，讓我們深深感受到這跟我們在
其他國家的旅遊不一樣。在這裏，山川、江
河與人民、文化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偉
大的傳承和文明。我們要把這個傳承和文
明，用自己的方式，講給世界聽！這是我們
參與這個節目的發心。」
她倆說的節目，是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台海之聲」的名牌節目《趣旅行》。從
2022年開始，「台海之聲」邀請兩姐妹參加
《趣旅行》的製作。作為一檔廣播類節目，
《趣旅行》對作者的文學素養、知識儲備、
情感表達要求較高。
目前，姐妹倆已經參與了55期《趣旅行》
的製作，她們用輕鬆愉快的方式講述自己的
文化旅行，分享途中所思所想。「祖國還有
那麼多美麗的地方，我們還沒有去過，下一
次，我們要去江南，要去新疆、西藏！」敏
華老師對新的行走充滿期待。

在姐妹倆的記憶

裏 ， 爺 爺 總 是 說

「家裏很遠」，「我們小孩子就知

道很遠，但不知道究竟有多遠」。

因為爺爺過世較早，而且當時寄信

回大陸只能從香港轉，香港那邊把

信退回台灣了，所以跟故鄉就斷了

聯繫。今年年初，憑着過去通信的

地址和爺爺的名字，在台辦的幫助

下，替自己逝去多年的爺爺查到了

這一生最重要的答案——她們的爺

爺，是湖南省永州市道縣樓田村人

氏，為北宋理學家、《愛蓮說》作

者周敦頤的29代孫。

「何必分隔兩地！」
2024 年 11 月 3 日，姐妹倆前往

道縣祭祖探親，第一次踏入了家

族的祠堂。周美華說：「我們小

時 候 ， 爺 爺 告 訴 我 們 家 裏 有 祠

堂。這次進到了祠堂，其實是我

們一直在尋覓的跟自己生命有關

的歷史，這個歷史本來是爺爺要

帶我們來實現的。」

「爺爺在家鄉的兄弟們都去世

了，是叔叔和姑姑還有鄉親們迎接

我們的。他們其實不太講話，但是

姑姑拉住我的手，說你最像我的一

剎那，我知道她一定是親人，這個

感覺是沒有辦法騙人的。」回憶當

時的場景，兩姐妹的情緒有些酸

楚，「不是只有我們想回來，最想

回來的就是我爺爺，可是他沒有機

會」。

「 何 必 就 分 隔 兩 地 ， 真 是 何

必！」兩姐妹哽咽道。

這次終於認祖探親，兩姐妹說遠

在台灣的爸爸媽媽、弟弟妹妹都

非常激動，他們都說一定要盡快

回來認祖歸宗。「我弟弟對這件

事非常重視，他覺得爺爺這一支

的孫輩就自己一個男丁，一定要回

來認祖歸宗，族譜上要寫他的名

字。」周美華說。

赴大陸任教後，兩姐妹越來越覺
得親身看到的、感受到的大陸，與
自小在台灣媒體、政治人物口中描
述的大陸完全不一樣，「各方面的
訊息落差太大了」。
為了增進台灣年輕人對大陸的了
解、身體力行地消弭民眾對大陸的
誤會，近年來，兩姐妹積極邀請了
多名台灣青年成為「首來族」（首
次赴大陸旅遊觀光者）。
周美華記得，曾經在北京接待幾

位第一次到大陸的台灣學生和家
長，對方下飛機後表現得很拘謹，
不停問兩姐妹「你們為什麼這麼自
在」。姐妹倆反問「我們為什麼不
自在呀」。在接下來的行程中，大
家從北京玩到了青島，很快學生和
家長就自在起來，一路上主動說要
看這個、要買那個、要吃這個。在
旅途快結束時，學生說：「我們知
道老師為什麼自在了，我們在這裏
過得也很自在、放鬆。」

「首來族」：我都不想回去了
今年10月，另外兩個學生

「首來族」飛抵武漢，兩位老
師把他們帶到黃岡市，逛特色

小鎮、吃當地土菜，「他們在黃
岡，眼鏡都配了兩副，因為比起台
灣確實划算很多很多。」敏華老師
笑着說。
臨走的時候，學生告訴老師，自

己在網上聽老師的節目，只知道湖
北有美麗的景色、人文，親身到了
才體會到這裏景色、人文、城建、
經濟的美好。「帶他們遊玩的時
候，有一個學生跟我說，『老師我
都不想回去了，這裏的人這麼好相
處、這麼友善，我以前覺得跟大陸
人會很難溝通』。他們說還會再來
的。」
黃岡師範學院宣傳部負責人余彥
君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學校常年
在職的有三四十位港台教師，此外
還有多名來自英國、日本、巴基斯
坦等國的外籍教師。「我們學校對
引進來的人才待遇相對而言比較優
越，而且為了能讓他們安心於此，
學校積極為他們的工作生活提供周
到服務，對科研和教學都給予了較
大的便利，給予他們發展的空間，
這樣開放包容的氛圍，也是我們學
校人才引進來、留得住的吸引力所
在。」

民航局：強化鳥擊風險防範 排查跑道安全隱患 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人車流量增超七成

特稿

爺爺念家遙望歸鄉
孫女圓遺願終認祖

「首來族」訪大陸
由「不自在」變「自在」

●周美華在上課。 香港文匯報湖北傳真 ●周敏華在上課。 香港文匯報湖北傳真

●學院組織的台
灣教師社會實踐活
動，讓老師們備感「兩
岸一家親」。

香港文匯報
湖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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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灣雙胞胎姊妹花周美

華、周敏華受聘，雙雙任教湖北黃

岡師範學院，教授古代漢語課程。5

年間，姐妹二人在課堂上講述中國

古代文學的美妙聲韻，還利用寒暑

假期、參會研學的機會行走於半坡

遺址、炎帝陵等文化勝地。在她們

看來，作為教授古代文學的老師，

能夠更好地用自己的方式，把行走

大陸的故事，分享給更多台胞，

「講給世界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思柔

湖北黃岡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