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情与民意

随着文化旅游产业崛起，文化旅游在丝博

会中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我省举办的欧亚

经济论坛、全球秦商大会等其他展会也不同

程度出现文化旅游项目，但是与进博会、广交会

等相比还存在差距:

一是展会规模、影响不大。相比上海、

广东、四川等地，我省文旅产业展会资源分散，

规模不大，影响力有限。

二是缺乏“实力”会展企业。我省在文旅展

会方面依旧缺乏“链主”企业，难以集项目策划

运营、文旅会议活动承接与申办组织、文旅

产业展会场馆管理运营、文旅展台及展厅设计

搭建等于一体，全产业链不够健全。

三是参与度不高，国际化不强。我省现有

文旅展会业界内外参与度不高、数据分析能力

不足、专业观众培育不够，未能使普通观众和

游客有效参与，展商主要局限于省内，国际展

商寥寥无几。

为此建议:
一要认真策划文旅展会项目，加速会展市

场化。积极谋划和培育与文旅产业链条契合度

高、标识度强的文旅展会项目。培育引进一批

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较高、规模效益较好的组

展企业和展馆运营企业。加速会展市场化进

程，通过资产重组、上市经营、参股控股等多样

化资本运作，积极参与我省文旅产业展会发展。

二要聚焦文旅产业精准招商，提升专业化

国际化水平。创新组展、布展、服务、运营等模

式，引导重点展会与论坛、推介、演艺、赛事、文

化创意等相关活动融合。鼓励引入国际峰会、

高端论坛等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文旅会议活

动，以会招商、以商招商。推进商务、会议、展

览、节事与文旅联动发展，提升会展融合化、专

业化、国际化水平。

三要全力打造我省文旅产业品牌展会。

立足文旅产业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消费娱乐

需求，丰富“会展+文旅”协同联动模式，鼓励举

办非遗手作、潮玩文创、电竞、数字娱乐、动漫游

戏等新业态展会，探索“互联网+会展”“人工智

能+会展”“元宇宙+会展”等新模式。坚持着眼

长远、适度超前原则，在深入调研全面策划基础

上尽快形成会展“链主”企业，打造10万平方米

文旅产业展会项目，尽可能满足省内外参展商、

专业观众等各类人群的多元化文化消费需求。

扩大文旅会展影响 助推万亿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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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两岸一家亲，共叙血脉情。

6月24日至25日，围绕“民族精神血脉

相承、同心共创复兴伟业”主题，省台盟组织

部分盟员、在陕定居台胞、两岸婚姻家庭

代表、在陕台生和专家学者在延安市黄陵县

瞻仰轩辕殿、拜谒黄帝陵、参观台湾光复

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开展研讨交流活动。

在一幕幕谒祖镜头里、在你来我往的

文化交流间，亲情、乡情温暖人心，“共创

复兴伟业”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

寻根谒祖 血脉情深

全体肃立、击鼓鸣钟、敬献花篮，交流团

成员向轩辕黄帝陵行三鞠躬礼……

初次来到黄帝陵，简短的祭拜仪式结束

后，中国台湾籍青年学生刘锦坤用“新奇又

震撼”来形容内心感受。“小时候，我从课本

和史书里了解了轩辕黄帝的故事，而现在

‘炎黄子孙’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书面词语，

而是有了‘实感’。”刘锦坤说，黄帝是中华

民族共同的祖先，寻根黄帝陵墓，倾听历朝

历代人士前来祭拜的故事，真切感受到两岸

同根同源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始祖陵前，华人共祭，四海同心。进入

轩辕庙，迎面就是闻名世界的“黄帝手植柏”，

历经 5000多年风雨沧桑，树木苍劲挺拔、

冠盖蔽空。

香港回归纪念碑、澳门回归纪念碑、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黄陵谒祖祭文碑、台湾

光复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与参天古柏

一同见证世事变迁的还有轩辕庙内的 124
通碑刻。

“1947年，值台湾‘光复’一周年之时，

台湾各界 15 名知名人士自发组成‘台湾

光复致敬团’赴大陆拜谒黄帝陵。受制于

天气等原因，致敬团无法按预定日程抵达

黄帝陵，只得在陕西耀县中山中学举行了

隆重的遥祭仪式。”

“60年后，致敬团的后人们再次组团拜

谒黄帝陵，完成先辈夙愿，将当年的祭文

篆刻立碑，就是大家眼前的这块‘台湾光复

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讲解员介绍道。

台籍学生高浩钧现就读于陕西师范

大学，作为历史文化学院大一学生，这段

历史和碑文引起他的关注。听完介绍，他专

门在网上搜索完整碑文内容收藏阅读。“碑文

的内容我十分认同，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

文同种，这种同胞亲情是割不断、挡不住

的。”高浩钧说，暑假回到台湾，要把这段故

事讲给更多亲友听。

在轩辕广场，交流团拉起横幅留下集体

合影。走进身后的大殿，造型简洁古朴的

黄帝巨型石刻浮雕像矗立中央，屋顶直径

14米的圆形天光，取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

闭目静默，一种慎终追远之情油然而生。

“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站在这里，有时光倒流追昔怀古

之意，能清晰感受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虽然在西安工作生活已20多年，但这次谒陵

活动，依然让台湾同胞张沧明心潮澎湃。

为拍到一张全景照片，张沧明的女儿

张澍白在大殿一角尝试良久。作为两岸

婚姻家庭代表，张沧明与妻子、女儿很珍视

参加这次活动。“一家三口共同参加，对我们

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

孩子能亲身参与、体验感受中华民族‘寻根

问祖’的传统文化，这远比说教来得有意义

得多！”

传承文化 激励前行

公元 1661年，郑成功驱除强虏，收复

宝岛台湾，其爱国御辱、开拓进取、坚韧不拔

的精神至今闪耀着时代光芒。

时值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拜谒黄帝陵

前，由两岸台胞民间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纪念

郑成功诞辰400周年研讨交流活动在黄陵

宾馆举行。

公元230年，孙吴船队到达夷洲；公元

607年，隋炀帝遣人到达流求；公元1335年，

元朝政府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

台湾民政……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曹循回顾历史，以时间为轴，讲述台湾自古

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用大量史书文献佐证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在台进行政权建设、

经济开发、文化传播等复疆壮举。

会场上众人认真聆听，不时响起“咔嚓

—咔嚓—”的快门声，记录讲座PPT内容。

“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收复台湾

前，郑成功曾向荷兰殖民者送去一封公开信，

信中的这句话让台盟陕西省委会副主委

谢斌心升感慨，“这正是台湾归属中国版图

的历史依据……两岸命运相连，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两岸同胞要携手合作将民族精神

赓续传承，实现共同融合发展。”

听完讲座，两岸婚姻家庭代表白妮娜把

“传承”当作纪念郑成功的关键词。“爱国

御辱、忠诚为民、敢于斗争、奋发图强，这些

都是郑成功身上的精神品质。”白妮娜表示，

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宝贵精神

财富，运用好联系两岸同胞骨肉亲情的精神

纽带，让两岸同胞在文化相通、血脉相连的

基础上实现情感相亲。

“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应充分发挥

优势，深化陕台文化交流交融。”省台联机关

干部许朝阳建议，探寻对台文化交流合作新

路径，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促进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

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你一言

我一语，一家人的心更近了、情更浓了。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革命的

精神标识；桥山之巅的黄帝陵是中华民族

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所在地，也是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在这里举办活动，

意义非凡。”台盟中央参事、省台联名誉会长

王二虎寄语大家，要共同担负起民族振兴

和国家统一的重任，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

国家和民族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 实习记者 马尤翼 记者 赵婧

“我马上就要念高三了，一定会努力加

油的，谢谢爷爷关心！”7月16日，来自汉中市

留坝县的高二学生小敏和民进西安音乐学

院支部（以下简称民进西音支部）黄勇老师

在微信上聊起近况。

黄勇初识小敏时，她还是个内向的小学

生，如今6年过去，现在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

一脸青春洋溢，已考取二级运动员证书的她

明年就要迎来大学新生活。黄勇一遍遍看着

小敏发来的视频问候，开心得合不拢嘴。

8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坚持用18年的光

阴去陪伴，辗转商洛、汉中、安康多地，在民进

西音支部三任主委、二十余位会员和会友们

的坚持下，一颗颗爱心的种子如蒲公英般在

陕南大地播撒开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助学之路，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显现出

意义。”2006年，秉持支边扶贫的优良传统，

民进西音支部第一任主委郭兴茂开启了一

条扶贫助学之路。

当跋山涉水到达商州市四皓小学时，面

对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郭兴茂才明白，

为孩子们送去紧缺的书本、文具和体育用品

还远远不够。作为教育工作者，他们要做的

还有很多。

“每一笔助学金，要亲手交给孩子们才

安心。”2007年，黄勇接棒郭兴茂，履新民进

西音支部主委，成为凝聚支部力量的“老大

哥”，亲手交接助学金这个承诺也连接着大

家每年必须“向山而行”的决心。

由于山大沟深，自然条件差，洪涝灾害

易发多发，商洛市丹凤县曾一度是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

2011年，在黄勇的带领下，民进西音支

部前往丹凤县中学，资助倩倩、园园、成成三

位初中生，给予每人每学年1000元的助学

金，直至孩子们高中毕业，这期间还不时给

孩子们送去不少学习生活用品。

从西安到丹凤，跨越三四百里的崎岖山

路，需要自费租车、自行解决吃饭住宿，但看

着肩上背的、怀里抱的这些慰问物资，民进

西音支部的会员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便于后期跟踪服务，大家商议后，还为

受助学生建立了个人成长档案，这支爱的接

力棒在会员们手中越握越紧。

一口播音腔的田宝林是支部元老之一，

每年助学扶贫活动都有他的身影，亲切幽默

的语言总是给孩子带来欢声笑语。

田宝林告诉记者，对大山里的孩子而

言，助学金是雪中送炭，但深藏在孩子们心

底的自卑、胆怯却常常容易被忽略，这需要

用爱一点点填满。

跨越千里的爱，可以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吗？民进西音支部用行动给出了回答。

西安音乐学院心理学教授方琦的“心理

驿站”成为了孩子们的“解忧杂货铺”，她利用

专业知识给孩子们疏导与疗愈，排解青春期

的迷茫不安，再加上支教团队其他老师们的

温柔相伴，孩子们内心的阴霾被逐渐驱散。

18年助学路，被感染的不只是孩子们，

还吸引更多人加入了助学团队。

西安音乐学院特聘德籍教授刘铮风度

翩翩，在助学活动中，他常常叮嘱孩子们，

对资助不必有心理压力。“我们只希望你们

能快乐幸福地成长，做一名有品德的公民

就好。”

2016年秋季，民进西音支部副主委文时

珍左上肢骨折尚未康复，但仍坚持戴着固定

夹板踏上去汉中助学之路，亲手将书籍衣物

送到孩子们手中。“你们要把对真善美的追

求传递下去，心里亮堂，社会就亮堂。”

这样的爱在孩子们身上也有了回音。

“叔叔阿姨们不仅给予我经济上的帮助，

而且更多的是对我的关心和鼓励……希望

你们也能够学会善良真诚，等以后自己有能

力，像叔叔阿姨们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人。”

2017年秋，民进西音支部奔赴汉中开展助学

支教活动，即将大学毕业的丹凤县受助学生

倩倩托叔叔阿姨们把她的鼓励和祝福带给

大山里的弟弟妹妹。

倩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考上大学后，倩倩坚持每年献血、假期

支教，从“受助者”到“助人者”，她将爱心传

递给更多人。如今，从西安交通大学硕士毕

业的倩倩，也已走上了工作岗位，成功圆梦。

当爱聚沙成塔，美的种子也在帮助孩子

们走出心里的“大山”。在这场助学长跑中，

民进西音支部的老师们各显神通——

田宝林老师用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

帮孩子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善于摄影的黄

定超老师用相机定格孩子们的灿烂笑容，

教孩子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声乐教研室

主任唐光菊高音开唱，给了孩子们“不小

的震撼”，还指导孩子们如何用歌声表达

自我……

从创造美到启迪美，再到传递美，民进

西音支部为更多山区孩子打开了艺术之门。

“做好乡村教育的美育工作，是实现教

育均衡的重要抓手，我们会用各自所长帮助

山区孩子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创造美，

激发孩子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未来生活的向

往。”民进西音支部主委符译文说。

经过多次考察调研，今年初，位于秦巴

腹地的安康鸿志学校成为民进西音支部的

新的“帮扶点”，3月22日，民进西音支部成员

们与安康孩子们初次见面，大家纷纷准备了

“拿手好戏”。

民进西音支部副主委胡倩如利用自主

开发的“钢琴模拟器”虚拟仿真软件给学生

们讲授了“钢琴里的秘密”；音乐教授常晓东

自备乐器，现场表演了古筝版的《山丹丹开花

红艳艳》，给学生们带来传统艺术的震撼；

唐光菊分享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经验，用亲身

经历鼓励学生们勇敢追梦……

教室里，掌声此起彼伏，一双双清澈的

眼睛里充满了惊喜和渴望。

“我喜欢音乐和舞蹈，我的梦想就是考

上西安音乐学院，我会更加努力学习，去实

现我的梦想！”五年级学生奇奇难掩激动心

情，几句童稚且真诚的话语让老师们的心瞬

间融化了。

“今后这里将会是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

的实践基地，我们也会将更多的美育特色融

入助学支教的行动中。”符译文说。

（文中受助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爱的种子生根发芽美丽绽放
——民进西安音乐学院支部18年爱心助学记事

3月22日，民进西音支部在安康鸿志学校开展助学支教活动，胡倩如老师利用虚拟

仿真软件给学生们讲解“钢琴里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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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东周儿童村教室里，孩子们正全情投入律动游戏，

拍拍手跺跺脚寓学于乐。 实习记者 冯倩楠 摄

同心圆

——省台盟“民族精神血脉相承、同心共创复兴伟业”研讨交流活动侧记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钢琴，是钢琴的声音！”

7月 10日上午 11时许，咸阳市三原县

大程镇东周儿童村一楼教室里，孩子们正在

进行一堂特殊的音乐课。刚刚高三毕业的

“准大一”新生魏羽辰是这节课的老师之一，

为了让学生们明白声音三要素中的“音色”是

怎么回事，他和大家玩起了“听音乐猜乐器”

的游戏。

这 是 陕 西 省 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华

YOUNG爱心公益校际联盟发起的爱心公益

行活动中的一幕。活动中，这些年龄在12至

22岁之间的青少年志愿者们举办爱心公益

音乐会，用募集来的资金购买生活学习用品

物资捐献给儿童村，还主动当起“老师”，为

儿童村的孩子们带去知识和欢乐。

四人发起爱心联盟

开场乐队表演热情似火，瞬间点燃了

剧场；二胡、琵琶合奏《葬花吟》细腻深情，

令人不由沉浸其中；《冰雪奇缘》音乐剧

趣味盎然，其中轻松愉快的情节不时让人

报以会心一笑……

台上，演员们倾情投入；台下，观众们

专注热情。7月9日晚的西安音乐学院艺术中心小剧场内，伴随

跃动的音乐，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我们想利用暑假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谈及活动初衷，

华YOUNG爱心公益校际联盟的创始人冷一鸣言简意赅。冷一鸣

的父母是医生，他从小跟随父母去各地义诊，耳濡目染下，“做公益”

成了他的心愿。联盟的另一创始人李一冉幼年时家住东北，接触

过特殊困难地区的儿童和群众。“后来我搬到了北京，但可能小时候

就埋下了种子吧，总想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就好了。”

在校期间，冷一鸣、李一冉、李柏瑶、西思雨四人在网络相遇，

交流中发现彼此热心公益、志同道合，便一同建立了华YOUNG爱心

公益校际联盟，专门招募年龄在12至22岁之间的青少年志愿者，

开展志愿服务实践。“因为我们几个都喜欢音乐，刚好都会乐器，想着

把音乐和公益结合起来，才有了公益音乐会的想法，这也是我们联盟

的首场爱心活动。”谈起公益梦变为现实，李一冉不由激动。

“很幸运，得到了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的帮助和支持。”冷一鸣

说，从公众号发出招募信息后，很快便得到响应，一支来自五湖四海

且擅长乐器演奏的青少年志愿者队伍迅速组建。

历时一个多月，协调时间、安排学业、集中排练……这场音乐

会最终与观众见面，现场座无虚席，不少家长和孩子一同前来，开

启别样音乐之旅。“这样的活动对孩子很有教育意义，在欣赏音乐

的同时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奉献爱心。”音乐会结束后，王先生领

着孩子特意前往签到处，在募捐箱处投入自己的“心意”。

经过统计，音乐会当晚共募捐善款 4.6万元。“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意识到了他们身上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省宋庆龄

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主席董宪民说，活动所筹善款及支出明细

将进行公示，省宋庆龄基金会也将持续开展一系列爱心公益活

动，让特殊群体孩子感受“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爱与温暖。

把幸运留给他们

带着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各式各样的文具，音乐会次日一

早，青少年志愿者队伍来到了东周儿童村。

从音乐会“演员”切换到音乐课“教师”，这些青少年志愿者们

几乎没有过多时间适应，为了充实教学内容，魏羽辰一宿没睡。

“这是我头一回做彩色PPT，虽然从小学音乐，但上讲台当老师的

机会可不多，当然要先做足功课才行。”

和魏羽辰一样无眠的还有杜姜颖。“因为想尽量让课堂更

丰富有趣，我在家改PPT到天亮，匆匆收拾行装就出发集合了。”

杜姜颖说。

即便如此，课堂上的魏羽辰、杜姜颖却没有半点疲态，两位

“老师”教“学生”唱歌、做乐理知识游戏，还分别演奏了吉他、

琵琶，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我在教室里说话，大家能听到声音吗？”课程进入下一个环

节，魏羽辰提高音量分别站在教室里、教室门口和走廊大喊，让小

朋友明白声音的响度原理。

受到老师高涨情绪影响，在问答环节，12位留守儿童几乎次

次全员举手，抢答问题时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场面十分热闹。

为了教会学生们演唱歌曲《上春山》，杜姜颖带来了律动游

戏，只见大家专注地盯着教学课件，伴随音乐边拍手边跺脚，寓学

于乐感受旋律。

石子昂、董一博、王亦含三名“助教老师”也没闲着，他们有的

负责伴奏，有的忙着派发奖品，是课堂上的“气氛担当”。“我们都

是西安交大附中的毕业生，在学校时一起组乐队，看到这个活动

招募通知就结伴而来了。”魏羽辰说，暑假过后，他和他的同学就

要分赴北京、香港、浙江等地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我们参加这

次公益活动，就是想让这个暑假过得更有意义。”石子昂补充说。

“哥哥姐姐们上的音乐课很有意思，我喜欢。”儿童村小女孩

李来掏出兜里的奖品，兴高采烈地说。下课后，小朋友们还沉浸

其中，依依不舍地围在“老师”身边请教。

除了别开生面的音乐课，此次支教活动还设置了国学、舞蹈

等其他课程。“我觉得为特殊儿童群体提供帮助，除了物质上的支

持，心理疏导、艺术教育也很重要。”多次参加公益活动的“05后”

志愿者李柏瑶说。

分别之际，志愿者们将一束鲜花分发给小朋友们。10岁的

李昊城迅速找来一个瓶子灌满水，把手里的幸运竹、绣球、玫瑰插上。

“姐姐，这些花儿真好看！它能带给我幸运吗？”李昊城拉

着一位志愿者的手，轻声问道。

“一定会的！”这一刻，温情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