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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至 18 日，厦门市海外联谊会、厦门市台联、中国香港篮球总会、香港厦门

联谊总会、澳门厦门联谊总会共同举办“鹭海同心·厦港澳台青年篮球邀请赛”暨“港澳篮

儿看祖国”活动，通过体育研学方式，增进港澳台青年对内地建设发展情况的了解，提升

对中华传统文化、嘉庚精神的感悟。

鹭海同心竞风华

四地青年共筑梦

2025年“鹭海同心·厦港澳台青年篮球邀请赛”

暨“港澳篮儿看祖国”活动纪实

以球会友：

赛场激扬青春志

夏日的鹭岛，热情似火。

7 月 15 日，集美大学体育馆

内， 一声哨响划破长空———

2025 年“鹭海同心·厦港澳台

青年篮球邀请赛” 正式拉开

帷幕。 厦门市委常委、市海

联会会长王雪敏， 集美大

学党委副书记郑志谦，市

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张劲

秋、 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缪金坤， 集美区海外联谊

会会长江彩蓉， 香港厦门

联谊总会理事长李冠华，中

国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周

致人、总经理陈振飞，澳门

厦门联谊总会副理事长苏

升， 台北及台中篮球队领

队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启动

仪式。

历时五天的活动中，来

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 6

支青年队百余名青年队员，

分别与厦门双十中学、 厦门

第十中学、 海沧实验学校的

校队开展比赛， 在奔跑、传

球、投篮间，碰撞出青春的火

花。赛场上，少年们的身影如

风驰电掣。精准的三分远投、

灵巧的突破上篮、 默契的团

队配合， 每一次攻防转换都

赢得满堂喝彩。竞技之外，友

谊悄然生长。比赛间隙，队员

们互相击掌、交流技巧；训练

场上，华侨大学、厦门大学、

集美大学的教练和球员们将

球技与战术倾囊相授， 港澳

台球员认真聆听， 眼神里闪

烁着求知的光芒。

澳门镜平学校高中队的

李翔在赛后感慨：“此次活动

为各地的篮球爱好者提供了

宝贵的交流平台， 厦门之行

的一场场比赛，是竞技比拼，

更是沟通桥梁， 大家通过比

赛取长补短，协同互进。 厦门

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希

望未来能有机会常来厦门和

更多优秀的球员进行‘切

磋’。 ”第三次担任香港队领

队的周致人坦言， 每次参与

活动都深感举办不易， 责任

重大， 但看到青年们积极互

动、收获满满，便觉得一切付

出都值得。 谈及未来，他相信

体育交流不应止步于赛场，

希望以体育为纽带， 串联各

地篮球特色文化， 进一步提

升赛事品牌， 让港澳台青年

更好地交流， 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

共话未来：

青春同心向远方

活动中，邀请了集美大学

和华侨大学的老师与来访队伍

展开了座谈交流。 两所高校介

绍了学校办学历史、 学科设置

及学生教育培养情况、 招生政

策。 队员们表示， 两校的招生

宣讲活动， 让他们深入了解到

内地高校招生的优惠政策，也

让大家对内地高校的办学理念

和特色有了深刻的认知， 希望

未来有机会能进入内地高校学

习。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副会长

苏升表示，今年是澳门代表团第

二次参与活动，今年的行程设计

更加多元化，参访高校让澳门的

年轻人更深入了解内地，使球员

们未来在升学就业方面有了更

多选择。

闽南·时光幻境”， 非遗技艺的

现代表达让年轻人们惊叹不

已，他们亲身体验木偶戏、漆线

雕， 让指尖触摸千年文化的脉

动；夜幕降临，中山路骑楼灯火

璀璨，沙坡尾渔港晚风轻拂，队

员们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下闽

南老巷的烟火气； 在福建省港

澳青年（厦门）同心交流基地，

港澳青年代表人士的生动案例

向队员们展现了在厦港澳青年

成长发展的蓬勃活力。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

李冠华表示， 活动搭建了一个

促进青年相互了解的平台，让

港澳年轻一代既能亲眼见证祖

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还能在体

育交流中广交朋友， 为日后读

书、 就业、 创业积累宝贵的资

源。 主办方精心安排的行程，通

过沉浸式的体验与感知， 进一

步增强了香港年轻一代对祖国

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希

望队员们以饱满的热情用心感

受， 未来以青春之力参与到祖

国建设中， 让个人成长与家国

发展同频共振。

2025 年的夏天，鹭岛以篮球之名，书写了一段属于

四地青年的共同记忆。五天的相聚短暂却深刻。当比赛

的终场哨声响起，少年们相拥告别，约定明年再战。 篮

球落地的回响里，是四地青春风采的交融，更是同心逐

梦的崭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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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外联谊会）

文化寻根：

闽南风韵润心田

篮球场上的激情尚未散

去， 另一场文化之旅已然启

程。 在集美鳌园的碑刻长廊

前，队员们驻足凝望，陈嘉庚

先生倾资兴学的故事如涓涓

细流，浸润心田；走进“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