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
谊地久天长！我们往日心意相通，
让我们紧握手！让我们来举杯同
饮，友谊地久天长……”

昨日的福州，阳光明媚，天高
云淡。福州教育学院附中篮球馆
里，歌声嘹亮，气氛热烈。舞台上，
来榕参加 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
年交流周的塔科马代表团，和福州
教院附中的学生簇拥在一起，唱起
歌曲《友谊地久天长》《在希望的田
野上》。

在饱含深情的歌声中，塔科马
斯达迪恩中学教师苏珊·维斯伯格
眼含热泪。“这次到教院附中，我有
了更深的触动，来这里像是回家
了。”作为塔科马福州友城委员会
前主席，她说，“我被老师、学生的
热情打动了，希望福州和塔科马的
友谊可以地久天长。”

对苏珊来说，教院附中并不陌
生。2010年，她随塔科马代表团第
一次来榕，就到教院附中参观。后
来，她还3次来到教院附中，和这里
的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

昨日，在教院附中门口，苏珊
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和老朋友热
情拥抱、互诉思念。“距离我上次来
这里已经快 10年了，我很想念大
家。”苏珊依然清晰记得 2015年来

教院附中参加 20 周年校庆的情
景，仿佛就在昨天。

在这近 10 年里，教院附中的
校园、亲切的师生，多次在苏珊的
梦中出现。“我多么想快点再来见
见我的老朋友。”苏珊说，虽然这段

时间无法来教院附中，但她和该校
教师的交流并没有中断，“我们经
常通过电子邮件、微信联系。”

在教院附中的中美园，一张张
图片记载着该校和塔科马林肯中
学的友谊，留下两所友校交流的美

好记忆：2012年 4月，林肯中学的
世界史教师戴维·摩斯率团来访，
观摩兴趣小组活动，与师生交流、
座谈；2012年 9月，塔科马市教育
局副局长约书亚·加西亚博士来
访，与学生一起打篮球……

这些记忆，将苏珊拉回过往岁
月。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精
心准备的礼物——她收集的两地
往来的照片，送给教院附中，“这是
我们共同的记忆”。

跨越山海，友谊长存。这趟旅
程，也让新一代的塔科马青年成为
友谊的使者。“希望交到好朋友”

“友谊长存”“感谢盛情招待”……
留言板上，他们纷纷写下心声。

教院附中为远道而来的客人
准备了丰富的活动，中美青年一同
体验书法、剪纸、毛笔、纸扇等富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课程。

塔科马市市长青年委员会主
席、塔科马科学与数学学院高二学
生亚瑟·布鲁斯特说：“这里的每个
人都很热情，愿意向我们分享一切
美好的事物，心与心的连接打破了
语言的壁垒。”

塔科马科学与数学学院高一
学生多萝西·威格对此深有同感，

“我要把这段特殊的记忆带回家
乡，与亲朋好友分享，还要继续保
持和中国朋友的联系，我们还有好
多话题没聊完”。

多萝西骄傲地挥了挥刚制作
完成的纸扇，她的新朋友写的“福”
字与她临摹的“福”字挨在一起，正
如刚刚萌生友谊之芽的两位青年
并肩而立。

“来这里像是回家了”
——塔科马代表团参观福州教院附中侧记

本报记者 林晗 实习生 姜昕宜

塔科马代表团与福州教院附中学生合唱歌曲塔科马代表团与福州教院附中学生合唱歌曲。。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没想到这里的企业开办时间
只有 2个小时，这大大提高了创业
活力”“在古厝中体验非遗技艺，感
受非同一般”“闽江两岸风景真的
太美了”……作为 2024 年“鼓岭
缘”中美青年交流周的活动之一，
昨日，美国塔科马代表团、檀香山
代表团一行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
福州地铁集团、上下杭历史文化街
区、闽江之心等地，感受数字化政
务便民服务，体验城市轨道交通发
展，领略有福之州美丽风光，将赞
词毫无保留地赠予有福之州。

“数字化政务服务让人
印象深刻”

“这些政务服务是免费的吗？”
“在福州开办一间餐馆要多久？”
“在这里可以跨省办理吗？”塔科马
市的政府部门、友好组织及跨国公
司代表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仔细
聆听现场工作人员对“一栋楼”办
公、“一条龙”服务的介绍，不时询
问、记录。

在 24小时自助服务区，“榕 e
办”智能政务终端吸引嘉宾驻足。

“它是一个‘智能无人窗口’，集成
了电子表单填写、自助申报、‘秒批
秒报’等自助应用。在该设备上，
市民还可以开启视频导览服务。”
工作人员说。

“这样的服务是免费且面向全
城市民的吗？”嘉宾提问。

“是的。”工作人员答道，福州
2020年起打造“全城通办”的政务
服务模式，让办事群众从“进对大
厅”到“任选大厅”，减少办事跑腿
次数。

在企业服务专区，嘉宾们最关

心的就是企业开办时间。“没想到
这里的企业开办时间只有 2个小
时，这大大提高了创业活力。”塔科
马市长伍达德斯说。

此行是参观，亦是相互借鉴。
近年来，福州深化“互联网+政务
服务”，在全国首推智能辅助审批
创新应用，实现审批业务从“阅卷
式”审核办理向数字化“零人工”服
务模式升级，此次参观也成为“福
州经验”向外输出的一个缩影。

“这里的数字化政务服务让人
印象深刻，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享，成为提高业务处理效率的关键
驱动，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群众办事
的便利性。”印第安皮阿拉普部落
总部理事安妮特·布莱恩说。

“福州的地铁建设得非
常好”

昨日下午，塔科马代表团、檀
香山代表团一行抵达地铁 1号线
三叉街站，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快速、顺利地找到进站方向，通过
安检。随后，他们体验刷脸扫码进
站，乘坐地铁，感受福州城市轨道
交通的飞速发展。

乘坐地铁时，外国友人纷纷
拍照留念。“这是我第一次来中
国，福州的地铁建设得非常好，乘
坐便捷又舒适，感觉非常棒。”塔
科马市市长首席政策分析员布科
达·沃伦感叹道，干净整洁的车厢
环境、安全舒适的乘坐体验，加上
穿梭城市的便捷体验，这一切都
让他感到很美好。

走进福州地铁集团指挥控制
中心，先进的轨道交通大屏吸引了
美国友人的目光。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大家详细了解了我市地铁建
设运营情况。

“福州的轨道交通建设得很完
善，为市民出行提供了很多便利。”
嘉宾们表示，通过参观体验，他们
对福州轨道交通发展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期待有机会能够见证、
体验更多的“福州速度”。

“这里的变化实在太大
了”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是福州
历史文化名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素有“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之
称。嘉宾们踏着厚重的石板路漫
步坊巷，一路浓荫蔽日，一幢幢古
色古香的特色建筑映入眼帘。

软木画、寿山石雕、茉莉花茶窨
制……走进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一项项非遗制作技艺展示
让嘉宾们惊叹。这座展馆以省文保

单位罗氏绸缎庄为依托，利用现代
化展陈技术，为参观者呈现视听融
合、交互沉浸式的非遗空间。

细细的刀尖游走于薄如纸片
的软木片上，转折、顿挫、旋转……
如同施展了魔法一般，不起眼的木
片经过一番巧妙制作，就成了精巧
别致的亭台楼阁、栩栩如生的花草
虫鱼、让人沉醉的湖光山色，这就
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福州软木
画技艺。

现场，嘉宾们体验软木画制作
工艺，檀香山市议员安德莉亚·图
波拉一边制作软木画，一边打开手
机记录下来，“福州是一座文化底
蕴深厚的城市，很高兴能够有机会
制作属于自己的软木画作品”。

在苍霞人家生活馆内，一张张
图片展示了福州昔日规模最大的
棚屋区苍霞改造的过程。2000年，
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启动，创造了

27天完成 3000多户征迁、10个月
完成从拆迁到回迁的“福州速
度”。“这里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现
场嘉宾感叹道。

“闽江两岸风景越来越
美丽”

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养育着
这座城市里的百姓，也涵养出这座
城市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气
质。昨晚，嘉宾们从台江码头出
发，坐船游闽江，欣赏闽江大桥、鳌
峰大桥、海峡金融商务区、花海公
园、鼓山大桥等闽江沿线风光，感
受福州璀璨夜色。

在海峡金融商务区的灯光秀
中，古厝、油纸伞、牛角梳、寿山石
等福州代表性元素轮番出现，编织
出一幅美丽画卷。当“庆祝福州市
与美国塔科马市建立友好城市关
系 30周年”的标语出现时，许多嘉
宾拿起手机拍照，留下美好瞬间。
塔科马世贸中心总经理麦克·福勒
说：“我 8年前来过福州，现在变化
太大了，闽江两岸风景越来越美
丽，期待未来和福州的贸易往来更
加频繁。”

游船上，讲解员不仅向嘉宾们
详细介绍闽江两岸的夜景以及绚
丽多彩的灯光秀，还介绍了背后的
福州历史文化故事。

游船缓缓行驶，嘉宾们沉醉于
福州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也期
待更深入了解城市风貌和经济发
展成果。布科达·沃伦说：“虽然福
州离我的家乡有点遥远，但是给我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城市，希望有机会能够
再来福州。”

观政务、乘地铁、逛坊巷、赏非遗、游闽江……

美国嘉宾深度游“福州速度”赢点赞
本报记者 赖志昌 唐蔚嫱 颜澜萍

美国嘉宾在上下杭合影。本报记者 陈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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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青年欢聚一堂

描绘鼓岭天空
品鉴茶与咖啡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在画布上描绘
内心的色彩，来一场咖啡与茶文化的碰
撞。“心流绘画”和“茶与咖啡对话”活动昨
日在海青营地举行，中美青年欢聚一堂，
在文化交融中拉近心的距离。

“今天绘画的主题是鼓岭的天空，请
大家选择 4 种颜色，将颜料倒入杯中。”
在授课老师的引导下，大家静下心来细
细回忆对鼓岭的印象。

来自美国休斯敦的克里斯·奇塔姆·
韦斯特选择绿色作为主色。“绿色是我最
喜欢的颜色，富有生机活力，就像我对鼓
岭的印象一样。我非常喜欢福州的风
景，希望有机会再来玩。”克里斯说。

美国犹他州杨百翰大学大四学生彭
和芮将颜料杯反扣在画布上，颜料在她的
画作上顺势流动，从左向右呈现蓝色、粉
色、黄色。“黄色是犹他州夕阳的颜色，鼓
岭的天空很蓝，所以我用了蓝色。”她说。

彭和芮从小就痴迷中国文化，一直
期待有一天能来中国看看，没想到这一
次能够梦想成真，“我将家乡和鼓岭的天
空都呈现出来，寓意中美青年的友谊像
鼓岭的天一样温暖”。

同样的文化交流也在湖心水榭上
演，“茶与咖啡对话”活动吸引了众多中
美青年参与。他们共同体验咖啡的冲煮
与品鉴，也在欣赏茶艺表演的过程中，对
茶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通过这趟旅程，我学到很多新知
识。”首次来中国的里格尔·亚当说，这是
一个学习不同文化的好机会。通过这几
天的活动，他对福州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很喜欢福州，福州人非常热情友好，
希望中美青年的友谊能一直延续下去”。

《梦回鼓岭》英文广播剧
全球发布
取材于加德纳的真实故事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 燕晓）“小的时
候，在初夏的田埂上。星河闪亮，伴你歌
声悠扬。你问我柳杉几岁，还有那明月山
岗……”清新悠扬的歌声萦绕在会场，将
观众们的思绪拉回 100 年前的鼓岭。昨
日，作为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
活动之一，《梦回鼓岭》英文广播剧全球发
布暨“鼓岭新声”中美民间友好对话，在海
青营地会展中心举行。

CGTN Radio英语融媒体广播剧《梦
回鼓岭》共有5集，取材于美国物理学教授
密尔顿·加德纳与福州鼓岭的真实故事。
1901年，刚出生的加德纳随父母来到鼓岭
并生活了10年，回国后一直希望能重回鼓
岭，但未能如愿。加德纳去世后，他的遗
孀多次寻找丈夫童年生长的地方，但她只
知道这个地方叫“Kuliang”，并不知道在中
国什么地方。最终在中国留美学生刘中
汉的帮助下，加德纳夫人从加德纳留下的
邮票上发现了答案。1992年，加德纳夫人
受邀来到鼓岭，实现了丈夫重回故里的遗
愿。

“故事的创作过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
段非常美好的旅程，我们希望和大家分享
这种体验。”《梦回鼓岭》主创团队相关负
责人说。

活动现场，中美青年积极参与“配音
模仿秀”“鼓岭知多少”等互动环节，在视
听盛宴中感受中美两个家庭跨越百年的
传奇故事。

在“鼓岭新声”中美民间友好对话中，
“鼓岭之友”代表、穆蔼仁家族后人穆言灵
为中美青年一代讲述了“鼓岭故事”与家
族往事。中美青年也分享了他们在两国
生活、学习的故事，表示将传承鼓岭情缘，
助力中美两国友谊代代相传。

美国青年展示画作。本报记者 原浩摄

连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致
的贺信，在在榕国际友人和在美闽
籍华侨华人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
纷纷表示，将积极搭建友谊桥梁，让
两国友谊的种子牢牢根植在青年一
代心中，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百年鼓岭缘，两国友谊情。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让我们旅美华
侨华人倍感振奋。”美国福建同乡联
合会名誉主席陈荣华说，几年前回
家乡时曾到访鼓岭，漫步在风景秀

丽的青山绿水间，那一幢幢由岩石
垒成的风格各异的别墅，镌刻着房
子原主人对福州的深情向往；那一
片群山仿佛是福州人展开“海纳百
川”的臂膀，拥抱着来自大洋彼岸的
友谊使者。“我们旅美华侨华人将积
极搭建中美青年交流桥梁，为两国
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贡献，延续百
年鼓岭情缘。”陈荣华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中美两
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指明了方向。”
旅美福州亭江中学校友总会名誉

主席王孟新说，百年鼓岭情缘是中
美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相信
也将成为中美青年友好交往的强
劲动力，使中美青年友谊之树茁壮
成长。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到，中
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这也给我们
商会带来更多启发。”美国中华总商
会主席陈东光说，商会将进一步聚
焦青年群体，带领更多美国新生代
企业家回国参观走访，并和国内青
年企业家进行商务交流和合作，不

断促进中美青年间的交往，吸引海
外投资落地福州，赓续中美友谊，共
创美好未来。

“我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非
常关注中美青年交流和青年一代的
成长。”美国夏威夷福建总商会秘书
长张云霄说，他在美国从事餐饮行
业，致力推广闽菜，见证了闽菜在美
国人特别是美国青年中越来越受欢
迎，“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
瞩目，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也给青年
提供了不少发展机会。中美青年交

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希望今
后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其中，为中美
友谊作贡献。”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参加 2024年‘鼓岭缘’中
美青年交流周对我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非常难忘的事。”美国青年彭和
芮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打算
明年来中国进修，“这次来福州认识
了很多中国的新朋友，交流了很多
观点，我会继续努力，为中美友好交
流作贡献。”

让友谊种子牢牢根植青年一代心中
——习近平主席贺信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王玉萍 钱嘉宜 吴桦真

“鼓岭之友”将写有祝福的信投递到
“邮筒”。 本报记者 原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