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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

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在科教领域的最前沿，在

乡村振兴的行列里，在对外开放的火热实践

中，都活跃着侨胞的身影。

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白

重恩等 10 人荣获“中国侨界杰出人物”称号，

他们在不同行业和岗位上建功立业、报效祖

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的追求，那

就是为高质量发展培养人才，建言献策。”白

重恩说。

白重恩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除了培养人才，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为

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与建议。

致力于做“顶天立地”学术研究的白重

恩，带领团队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对接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对接国际前沿

领域，形成了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学术

成果和政策研究成果。

浙江舟山，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

状如一把巨大的“小提琴”。奔腾湍急的潮流

穿过海中布放的密集叶片，推动水轮机飞速

旋转，产生的电流通过海岛电站并入电网，清

洁的绿色电能由此进入千家万户。

这是杭州林东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的“LHD 林东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发

电机组”。加拿大侨眷林东，始终怀着科技强

国梦。2009 年，他带领 LHD 海归科研团队，

成功研发出大功率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系

统群——LHD 潮流能电站。2016 年，具备完

整自主知识产权的 LHD 第一代 1 兆瓦潮流

能机组模块“侨联号”顺利下海发电。 2022

年，研发出 LHD 第四代 1.6 兆瓦潮流能机组

“奋进号”。目前，LHD 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已

实现连续不间断发电并网运行。

陕西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楼的一间

实验室里，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副

校长张卫红指导学生进行关于新型无人机机

翼的实验。传统的无人机机翼结构复杂、重

量大，张卫红团队利用新型材料，不但让机翼

变得更加轻巧，还更加智能化。

1999 年，张卫红放弃了法国高校终身教

职，举家回国，返回母校西北工业大学。20 多

年来，他带领团队努力攻克“卡脖子”难题，在

航空航天结构轻量化高性能设计方面取得了

系统性创新成果。新一代大型运输机、C919
大飞机、大型运载火箭等国之重器，都承载着

张卫红和科研团队科技强国的梦想。

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志。

2008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述汤受邀来

到苏州大学，主导成立了苏州大学功能纳米

与软物质研究院，瞄准世界纳米科技前沿和

国家重大需求开展集中攻关。

15 年来，李述汤为苏州大学培养了一支

处于国际前沿水平的“纳米梦之队”，突破一

批“卡脖子”技术，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开创

性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

2005 年，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愿，陆林从美

国回到祖国。如今，作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院长、中国精神医学领域唯一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陆林带领团队不断提升我国在精神医

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回国 10 多年来，陆林带领团队为睡眠医

学科制定了标准，建立了规范的诊疗体系和培

训机制，为广大病患减轻痛苦。他培养的 100
多名硕、博士和博士后，大多已成为这个领域的

骨干力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中国人的

身心健康更有保障。”陆林说。

湖 南 长 沙 市 一 家 工 厂 的 智 能 生 产 车 间

里，体外诊断专家、分子生物学家戴立忠带领

团队，对 PCR 模块智能生产线的产能进行讨

论和改进。

“让生命科技更有温度，让基因技术人人

可及。”自从 2008 年归国，戴立忠就把“为老百

姓提供用得起、用得好的基因技术、产品和服

务”作为使命。基因芯片、基因测序、核酸质

谱、免疫检测……戴立忠带领团队研发了一

系列填补国内行业空白的核心技术，过去用

不起、用不好的分子诊断正在变成老百姓用

得起、用得好的惠民服务，越来越多患者得以

享受分子诊断带来的便利与实惠。

“以人民健康为己任，潜心药学，注重原

创”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

研究院院长蒋建东的座右铭。上世纪 90 年代

末，学成归国的蒋建东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抗病毒、

抗代谢性疾病和抗肿瘤的新药研究。“患者使

用 药 物 后 产 生 了 好 效 果 ，这 是 我 的 最 高 荣

誉。”蒋建东说。

一杯凉茶下火气、一轮家访察民情、一顿

便饭增情谊……在广西北海市侨港镇，归侨

吴 方 权 被 街 坊 邻 居 亲 切 地 称 为“ 侨 港 和 事

佬”。20 多年来，吴方权扎根侨港镇，推动涉

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为侨港和谐稳定、服

务归侨渔民作出贡献。

作为北海市侨港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负 责 人 ，吴 方 权 带 领 大 家 把 普 法 宣 传 的 触

角延伸到侨港镇码头、渔市和社区，增强群

众法治意识。当地群众甚至辖区外的群众

有 了 纠 纷 ，都 会 主 动 来 到 中 心“ 喝 凉 茶 、寻

帮 助 ”。 协 调 作 业 难 题 、处 理 工 伤 事 件 、解

决 买 卖 纠 纷 …… 近 年 来 ，北 海 市 侨 港 涉 侨

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共接待咨询及来访 3000
余人次。

国家一级演员、演播艺术家瞿弦和出生

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1950 年 9 月随父

母从新加坡回到祖国。1965 年从中央戏剧学

院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去大西北工作，8 年后

进入中国煤矿文工团。

瞿弦和一直坚持扎根于人民，与全团演

职人员踏遍百里矿山、千里煤海，全心全意为

煤矿工人服务，每年下矿慰问近 200 场，多次

被授予“名誉矿工”称号。在他看来，“我们就

是矿工们的一分子”。

退休后，瞿弦和发挥余热，依然活跃在工

厂、农村、矿山等慰问基层的舞台上。“作为一

名归侨，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很愉快，有用武

之地。”瞿弦和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

记黄路生，一辈子专注生猪种业。1995 年，他

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到江西农业大学。

“做科研必须非常严谨，如果没有恒心，

是很难成功的。”黄路生带领团队，走遍了各

地的原种猪场，采集了最为完善的猪种基因

组 DNA 库，行程达到 47 万公里。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黄路生团队研发的

家猪育种基因芯片“中芯一号”，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中国侨界中国侨界杰出人物杰出人物——

赤诚奉献赤诚奉献 建功立业建功立业
本报记者 孙天霖 程 龙

■侨界传真R

风从海上来，潮涌大湾区。

继建设横琴、前海、南沙

三大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

平台之后，国务院日前印发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 圳 园 区 发 展 规 划》，以 横

琴、前海、南沙、河套为主的

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

体系框架更加清晰完善。

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

台，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

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题中之义。4 个重大合作平

台各具优势特色，承载着不

同的使命：

——横琴紧紧围绕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

心，立足服务澳门、推动琴澳

一体化发展进行谋划设计，

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

体制不断健全。约 106 平方

公里的横琴主要服务于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前海主要围绕现代

服 务 业 这 一 香 港 的 优 势 产

业，支持深港在前海深化合

作，携手打造全面深化改革

创新试验平台和高水平对外

开放门户枢纽。120.56 平方

公里的前海主要是与香港合

作发展现代服务业。

——南沙空间相对比较

广阔，突出的是“粤港澳全面

合作”和“面向世界”两个关

键，布局一批协同港澳的产

业项目，服务港澳的公共服

务设施，携手港澳共同扩大

对外开放。

——河套在 4 个平台里

面积最小，深港两个园区共

约 3.89 平方公里，但其科技

创新特色明显，具有深港跨

境接壤、“一区两园”的优势，

集中承载了一批深港科技创

新资源，在推动打造协同创

新高地、有效支撑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以来，重

大合作平台建设持续推进，一项项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不断深化，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不断深入。

在横琴，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

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四大产业”持续发

力，“澳门平台+国际资源+横琴空间+成果共享”的琴

澳产业联动发展模式优势日益凸显；在前海，一系列涉

及金融、税务、建设等领域的政策出台，联通港澳、接轨

国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建立健全，累计

推出制度创新成果 805 项，其中 78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在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广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

学校等建成使用，大湾区“半小时交通圈”正在形成，建

成港澳青创基地 13 家，入驻港澳台青创项目团队超

500 个……

科技创新是河套的鲜明特色，一系列围绕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的举措，让外界对“小河套”做好“大文章”

期待满满：40 个项目集中签约入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深圳园区，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应用

等 9 个领域；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开园，首批 16 家香港

科创机构、企业及服务平台入驻；河套签约落地规模超

30 亿元的 3 只基金，12 家金融机构联合签署 2000 亿元

专项投贷支持合作协议……河套科创资源加速聚集，

已初步形成香港高校、“量子谷”、生物医药、“湾区芯

谷”、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能源科技等科创集群。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迈出坚实步伐，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展现出蓬勃活

力与无限潜力。相信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为主的

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的不断推进，将进

一步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更好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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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首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分遥感 AI卫星

“香港星”完成研制、总装、测试、下线，计划于 11 月底发射。

发展航天事业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嫦娥”奔月、“天问”探火、“天宫”筑梦……从嫦娥五号工程

中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到天问一号的“火星相机”，再到

3 项香港学生实验随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中国

航天成就中的香港元素熠熠生辉。不仅参与国家重大航天

项目，2022 年全面启动的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也

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探索浩瀚宇宙，共筑航天梦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3个

基础前沿类项目、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向香港开

放，目前已有千余位香港地区科技专家纳入国家相关科技专

家库，而随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的落实，国家为香港科创事业发展提供的机遇越来越多、舞

台越来越广。

充分发挥独特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相信香港

不仅能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更能为国家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力量。

探索浩瀚宇宙
共筑航天梦想

江 琳

风拂南粤，潮涌珠江。

9 月 7 日 ，2023“ 台 商 一 起 来 ，融 入 大 湾

区”主题活动暨第十四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

会（以下简称“台博会”）在广东东莞市开幕。

就在同一天，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

东中山市开幕。

从珠江口东岸到西岸，从经贸合作到文

化交流，两场活动见证了粤台之间多领域的

深度对话，也反映了扩大两岸经贸合作、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是两岸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走进台博会，感受浓厚“台味”。在由台

湾地区 22 个县市、114 家岛内企业参展的“台

湾特色主题街”里，人潮涌动。金门高粱酒、

桃园野生蜂蜜、南投茶叶、台中文创产品……

来自宝岛的特色展品琳琅满目。与此同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馆、人工智能与半导

体馆、青年创新创业馆、两岸农业科技馆等特

色展馆纷纷亮相。

青年创新创业馆里，第一次参加台博会

的台湾青年罗鼎钧驻足良久，他被海峡两岸

青年创业基地丰富的青创项目吸引。“东莞有

很多惠台措施，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

来的机遇，这里真是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

的宝地。”罗鼎钧感慨。

本届台博会展会面积达 3.6 万平方米，台

湾地区 22 个县市组团参展，大陆 20 多个省市

分别设立展馆，两岸参展企业数量达 727 家，

共有 2100 多个展位。

就在台博会开幕前夕，国务院批复了《东

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东莞

是台商进入大陆时间最早、投资最密集的地

区之一，《总体方案》的出台，有利于台胞台商

分享更多大陆发展机遇和成果，促进两岸创

新合作、融合发展与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我很高兴结识了许多在祖国大陆打拼

的台湾前辈，也充分感受到东莞的热情与精

心安排。希望有更多台青一起到大陆携手打

拼，参与到两岸融合发展中来。”在四川创业

多年的台湾青年林书任说。

广东中山市，2000 多位来自海峡两岸和

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齐聚在孙中山先生的

故乡，参加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 共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五届海峡两

岸中山论坛。

中山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深化两岸经

贸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弘扬孙中山爱国

思想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议题研讨

交流，并参加孙中山历史文化探寻营等 5 场交

流活动。

“两岸同胞深入交流、互相启发学习，尤其

是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大家一起了解历史，学

习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收获很大。”台湾村

里长联合总会总会长陈建良感触很深。

“相较来这里创业的上一辈，我们属于扎

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二代台胞。”在中山生活

了 20 余年的台商萧淇文说，“台胞台企在大陆

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作为第二代台

胞，我们肩负着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使命。”

经贸“手牵手” 文化“心连心”
本报记者 孙天霖

智慧生活
绿色科技

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

主 办 的“ 创 新 科 技 嘉 年 华 2023”

将于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5 日在香

港科学园举行。活动以“智慧生

活 绿色科技”为主题，展出多项

当地创新发展和科研成果，推广

创科文化。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

技 署 举 行“ 创 新 科 技 嘉 年 华

2023”新闻界预览，展出部分参与

团队的研发项目，团队代表对其

作品的研发过程、特色、功能和应

用范畴等进行介绍。图为中华基

金中学团队展示创新发明。该团

队以蜂蜡、松香和大豆渣等材料，

替代塑胶用作 3D 打印原材料。

李志华摄（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