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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天到今天，血浓于水、情重如山；从

今天到明天，风雨同舟、心手相连。

7 月 9 日，澳门。一曲《七子之歌》的深

情演绎，拉开了“致敬国家丰碑——他们的

故 事 ，让 我 告 诉 你 ”国 情 教 育 宣 讲 会 的 序

幕。宣讲会现场，澳门大学、镜湖护理学院

和利玛窦中学等近 200 名学生深受触动。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社会团体和

教育界三个层面共同发力，持续加大爱国主

义教育力度。

每天清晨，澳门金莲花广场都会举行升

旗仪式，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升国旗，

唱国歌，成为晨光中一道美丽风景；澳门基

本法纪念馆向世人介绍基本法的起草过程

及各界推广实践情况；家国情怀馆成为澳门

青年学习中华文化，了解国家历史、学习宪

法知识的又一重要基地；2020 年，特区首个

青少年爱国爱澳教育基地在澳门回归贺礼

陈列馆揭幕启用……在澳门，爱国爱澳已从

一种民间情怀转化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

爱国情，满濠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澳门社会爱国主义教育掀起

了新的高潮。

让红色文化走进澳门

巍巍雨花春常在，郁郁青松掩芳丘。“雨

花英烈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他们在黑暗和痛

苦中隐忍、煎熬、思考、探索……”从江苏南

京来到澳门，7 月 9 日，“致敬国家丰碑——

他们的故事，让我告诉你”国情教育宣讲会

上，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郭琦为大家深情

述说雨花台英烈的故事。

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朱建勇，

手持话筒，慷慨激昂：“在日寇入侵、国家存

亡之际，叶挺毅然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开

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不仅有中国革命传统，还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宣讲会上，澳门利玛窦小学五年级的

9 名同学集体朗诵唐代诗人孟浩然的《题大

禹寺义公禅房》，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

观看宣讲的，不仅有现场的澳门学生，

还有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 70 余

名师生视频连线参与。

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李国华说，

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澳门，一脉相承的

家 国 情 怀 ，共 同 滋 润 着 中 华 儿 女 的 心 田 。

这场由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支持，澳门江苏

联谊会、江苏香港文化促进会共同主办的

国情教育活动，贯穿家国情怀与个人担当、

聚焦民族复兴与澳门发展，把内地优质的

国情教育资源带到了澳门，让红色基因走

进了澳门。

让历史观照现实，在场的澳门学子深深

感到，今天的澳门日新月异、繁荣稳定，充满

机遇与希望，得益于祖国的关心关怀、得益

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到内地探访百年奋斗路

寻访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的奋斗足迹，

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了解革命先

烈当年的艰辛历程……5 月底，30 名澳门爱

国教育青年协会成员赴江西省井冈山市展

开了为期 4 天的“探访百年奋斗路”学习考

察之旅，大家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

认知认同不断提升。

冒着细雨，澳门青年在井冈山革命烈

士陵园敬献花圈、吊唁革命先烈，并在烈士

陵园聆听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历史。澳门

青年吴晓苑首次来到井冈山，瞻仰完烈士

陵园，他感慨：“当年，风华正茂的井冈山革

命先辈们不怕风吹雨打、枪林弹雨，主动承

担起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任。作为

澳门青年，要勇担新时代的使命和责任。”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抛头颅、

洒热血，让我深受触动。”澳门青年傅腾龙

说，“每个创业者、每名青年都应该学习和

弘扬井冈山精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精

神滋养。”

座谈环节，澳门青年杨诚说，“吃水不

忘挖井人”，是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让我

们远离战争、贫穷和饥饿，才有了今天的幸

福生活。

在大井毛泽东旧居现场教学中，井冈山

干部教育学院教学指导员介绍了“敌进我

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套红

军著名游击战口诀，让澳门青年感受到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

不 止 于 井 冈 山 ，今 年 5 月 底 至 6 月 中

旬，由澳门青联、中华教育会、高等教育发

展 促 进 会 、新 青 协 、学 联 和 爱 国 教 育 青 年

协会等 6 个社团共同举办的“探访百年奋

斗 路 ”活 动 ，邀 请 了 约 150 名 澳 门 青 年 学

生共 6 个团组分别赴上海、嘉兴、古田、遵

义、延安、深圳等地，寻访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足迹，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祖

国发展成就的认识，增强国家意识和家国

情怀。

持续提升青少年国情认识

“百年梦想——全面小康”，6 月 24 日，

由澳门国情教育协会主办的第十三届“澳门

青少年国情知识竞赛”总决赛拉开帷幕，来

自澳门 24 所大学及中学的近 8000 名学生激

烈比拼。

致力于提升澳门青少年对国情知识的

认识，“青少年国情知识竞赛”自 2009 年开

始举办，参与竞赛的澳门中学及高等院校学

生已逾 10 万人次，该竞赛已成为澳门学界

三大赛事之一，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本届竞赛的内容侧重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希

望通过知识竞赛，让澳门青少年了解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历史以及国家扶贫减贫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澳门国情教育协会会长王海

涛介绍。

自 2009 年 成 立 ，12 年 来 ，澳 门 国 情 教

育 协 会 通 过 举 办 国 情 知 识 竞 赛 、绘 画 大

赛、大讲堂、游学等活动，推动澳门民众特

别 是 青 少 年 了 解 国 情 。“ 用 大 家 听 得 懂 的

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吸引年轻人。”王海

涛说。

当前，以知识竞赛、游戏等趣味生动的

方式推广澳门基本法，在澳门学校中已普

及；举行升国旗仪式也成为澳门许多学校的

日常。

1949 年 10 月 1 日，濠江中学在澳门升

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今，澳门所有学校都

升挂国旗，越来越多的学校每周举行一次升

国旗仪式。

“澳门回归后，学校每年在国庆节、回归

纪念日举行升旗仪式。现在，学校每周都有

升旗仪式。”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说，学

校还通过设置中华文化、历史时事、品德教

育等课程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

“除加强品德与历史教育，推动相关课

程及教材建设，我们还大力支持开展国情文

化推广活动，加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澳门教

育暨青年局局长老柏生介绍了该局在推动

爱国教育方面的努力。

在澳门教青局推动下，澳门特区政府与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合 作 出 版 了“《澳 门 地

理》——初中地理补充教材”，让学生了解澳

门与祖国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初中和高中

《历史》教材，增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篇幅。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说，青少年是

澳门特区未来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国家未来

的主人翁。加强澳门青少年对国家民族的

认同感和向心力，培养深厚的家国情怀，让

青少年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把握“一

国两制”正确方向、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

当，是澳门深入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

重要保障。

风起南海，潮涌濠江。在澳门这片土地

上，爱国主义教育历久弥新，脚步铿锵。

澳门回归后澳门回归后，，爱国爱国爱澳爱澳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

爱国爱国爱澳爱澳 情满濠江情满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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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十三届“澳门青少年国情知识竞赛”总决赛。 王海涛摄

图②：澳门青年学生走进驻澳门部队氹仔军营，参加“国旗下的说话——国旗手培

训日营 2021”活动。 新华社记者 陈 帅摄

图③：澳门爱国爱澳团体举办爱国爱澳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台湾通史》（6 卷本）日前在北京举办全国首发式暨座谈会。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分

子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在历史表述上炮制种种谎言以及貌似

学术的歪理邪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对台湾历史正本清源，我们

责无旁贷。”年近七旬的《台湾通史》主编、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陈

支平说。

《台湾通史》共 6 卷，162 万余字，编写历时 7 年之久。上起距

今 5 万—3 万年前的台湾史前文化时期，下至 21 世纪初期的当代

台湾。《台湾通史》分为上古至明代卷、明郑卷、清代上卷、清代下

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卷和现代卷，梳理了台湾地区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充分展现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

休戚相关的历史过程，以确凿证据证明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

一家人。

据介绍，这部全景展示台湾从远古到现代发展的通史性著

作，广泛吸收海峡两岸研究成果，编纂团队中有 5 位台湾学者。

“《台湾通史》编写的过程也是‘两岸一家亲’的真实写照，体现

了两岸学者的历史担当，为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

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首发式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

长杨毅周致辞说，这部《台湾通史》的出版，必将有利于海峡两岸同

胞正确认识台湾史，为加深两岸的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注入新

的活力。

两岸学者合著《台湾通史》

推动两岸史学界

共享史料共写史书
本报记者 江 琳

近日，相当于内地高考

的 香 港 中 学 文 凭 考 试 公 布

2021 年 成 绩 ，逾 4.3 万 名 香

港在校高中考生当中，超过

四 成 获 得 香 港 高 校 录 取 最

低 要 求 的 成 绩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6 月 中 旬 ，今 年

通 过 各 种 途 径 报 考 内 地 高

校 的 香 港 中 学 毕 业 生 有

1.47 万多人，其中文凭试收

生 计 划 有 4783 人 进 行 了 确

认，同比上升近 20%。除了

在香港本地继续求学外，内

地 成 了 香 港 学 生 最 热 门 的

选择。

香 港 回 归 祖 国 20 多 年

来，内地与香港教育领域交

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学生

北 上 求 学 蔚 然 成 风 。 教 育

部于 2011 年宣布 63 所内地

高 校 对 香 港 学 生 豁 免 内 地

联 招 考 试 ，并 于 2012 年 开

始 推 行 。 今 年 参 加 该 计 划

的 内 地 大 学 增 至 127 所 ，内

地 高 校 依 据 香 港 中 学 文 凭

考 试 成 绩 择 优 录 取 学 生 。

此外，香港学生也可通过参

加“ 港 澳 台 侨 联 招 试 ”就 读

内地高校。

更重要的是，在香港融

入 国 家 发 展 大 局 的 大 背 景

下，越来越多香港青年看好

内地发展机遇，希望到内地

实 现 自 身 更 好 的 发 展 。 以

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这里是

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产业体

系 完 备 ，科 创 要 素 集 聚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的“ 一 小 时

生 活 圈 ”逐 步 成 形 ，吸 引 了

一 大 批 优 秀 香 港 青 年 前 来

创新创业。有香港学生表示，自己内地升学的目标就是毕

业后到大湾区创业。事实上，这些有着两地教育背景的香

港学生也凭借着独特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内地和香港企业

的青睐。

近 年 来 ，两 地 也 不 断 为 香 港 学 生 内 地 升 学 、实 习 和 就

业 推 出 保 障 措 施 和 便 利 政 策 。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教 育 局 自

2014/2015 学 年 起 通 过“ 内 地 大 学 升 学 资 助 计 划 ”，为 有 意

到 内 地 升 学 的 香 港 高 中 毕 业 生 提 供 资 助 。 这 一 计 划 的 申

请 人 数 及 受 惠 人 数 近 年 来 持 续 稳 步 上 升 ，获 资 助 学 生 由

2016/2017 学 年 的 近 1400 人 上 升 至 2020/2021 学 年 的 超 过

2000 人 。 同 时 ，内 地 许 多 高 校 也 设 立 了 港 澳 台 学 生 奖 学

金。香港特区政府还推出了“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截至

今年 6 月 30 日，已有 377 家企业提供 2887 个职位空缺。内

地 部 分 省 份 公 务 员 和 事 业 单 位 招 录 也 逐 渐 向 香 港 毕 业 生

开 放 。 这 些 便 利 政 策 措 施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内 地 高 校 对 香 港

学生的吸引力。

大学是广大青年坚定理想、锤炼本领、勇担重任的重要舞

台。报考内地高校，是许多香港学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

个选择，相信他们在宝贵的大学时光里定能不负韶华、不负时

代，在广阔的舞台上成长成才、追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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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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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考 内 地 高
校，是许多香港学
生 融 入 国 家 发 展
大局的一个选择，
相 信 他 们 在 宝 贵
的 大 学 时 光 里 定
能不负韶华、不负
时代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神秘奇特的三星

堆纵目面具，穿楼而过的李子坝轨道站，精

美绝伦的大足石刻……这里是充满魅力与

活力的四川和重庆。

近日，2021“海峡两岸记者川渝行”活动

在四川成都启动，来自两岸的 40 余名记者，

赴四川、重庆展开了为期约一周的联合采

访，向两岸同胞展示巴蜀文化魅力，展现成

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最新进展。

“大熊猫也太可爱了！”刚走进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采访团成员立马

被大熊猫的萌态吸引。

来自台湾旺中媒体集团的金蜀卿祖籍

四川，在她小时候，她的父亲就经常骄傲地

向她说起大熊猫。 1993 年，她踏上寻根之

旅 ，在 故 乡 见 到 了 心 心 念 念 的 大 熊 猫 。

“2008 年，大陆赠送了‘团团’‘圆圆’两只

大熊猫给台湾，每次看到它们，我都会想到

四川。”大熊猫近来由“濒危”降为“易危”，

在金蜀卿看来，“降级”折射出大陆在生态

环境保护、生物科学遗传技术上的进步，四

川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借鉴。

大熊猫“圆圆”之女“圆仔”最近迎来 8 岁

生日，“圆仔”的“婚事”成为台湾记者们最关

心的问题，他们向基地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大

熊猫配种事宜。“能看到大熊猫真的太激动

了！”台湾东森电视台记者黄圆媛说，“‘团

团’‘圆圆’一直深受台湾民众喜爱，是两岸

交流的使者，希望未来川台两地能有更多人

文交流，让两岸民众的心越走越近。”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 年，三

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震撼现世，引发全世界

的关注。前不久，三星堆再次“上新”，又一

次吸引世界目光。除了在三星堆博物馆共

同“打卡”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珍贵文物，

两岸记者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挖掘现场见

证文物挖掘和保护过程。恒温恒湿的发掘

舱、便携式 X 射线荧光、超景深显微镜、3D 扫

描与摄影……现场考古工作者介绍的这些

“黑科技”让两岸记者们大为惊叹。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台湾好报记

者 张 先 鹏 觉 得“很 震 撼 ”，“考 古 工 作 也 运

用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更 加 智 能 化 ，可 以 同 步

进 行 文 物 挖 掘 、保 护 和 研 究 ，这 是 一 流 的

考古方式，值得借鉴学习。”

夜幕下，江边灯火璀璨，轻轨从一栋 19
层高楼中间倏忽而过，底下观光平台上的

人们仰首观望，不时发出阵阵惊呼——这

是火遍全网的重庆李子坝轨道站。“重庆真

是自带流量的城市，社交平台直播的观看

量一直在涨。”海峡卫视记者胡静在联合采

访微信群内，与大家分享在李子坝轨道站

直播的效果。

台湾《联合报》记者吕佳蓉的报道侧重

于关注重庆是如何打造旅游产业的。“最重

要的是，重庆非常‘宠粉’”，她在报道中写

道，光是李子坝轻轨站，当地政府就一再完

善翻修。

巴蜀一家亲，川渝一盘棋。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川渝高竹新区

是川渝两省市共同批准设立的跨省域省级

新区。站在川渝高竹新区胡家梁子观景平

台上眺望，一边是四川，一边是重庆，绵延

的青山和耸立的塔吊相映成趣，各项建设

如火如荼。

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陈相如对成渝

双 城 经 济 圈 建 设 的 机 制 和 成 效 十 分 感 兴

趣，她说：“大陆在西南部规划这样一个经

济圈，是如何运行的，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同时，

这对许多想要来大陆投资兴业的台商台企

来说，未尝不是新的机遇。”

已 在 重 庆 工 作 多 年 的 全 国 台 企 联 常

务副会长李文勋，长期看好成渝地区双城

经 济 圈 建 设 。“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的 投

入 与 发 展 是 非 常 可 观 的 。”李 文 勋 见 证 着

成 渝 两 地 合 作 带 来 的 重 要 机 遇 ，“ 现 在 想

到 大 陆 来 投 资 创 业 ，尤 其 是 年 轻 人 ，选 择

到重庆或者成都，是非常好的方向。这里

的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大 ，创 业 成 本 相 对 低 ，上

升空间非常广阔。”

2021“海峡两岸记者川渝行”联合采访——

领略巴蜀文化魅力 感受成渝双城脉动
本报记者 程 龙

■两岸脉动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