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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沧海R

■微言R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内，香港儿童合

唱团团员思瑶正与小伙伴们齐声高歌，台下

观众自发加入合唱，现场气氛热烈。

心之所系，行之所向。今年 1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施行；4
月，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

组，旨在协调特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

动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

义教育法》内容对接，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

史 文 化 和 国 情 教 育 ，传 承 和 弘 扬 爱 国 主 义

精神。

近来，香港的大街小巷、课堂内外，形式

多元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吸引了青少年踊跃

参与，爱国爱港热潮涌动。

深耕细作，厚植爱国爱
港情怀

曲径蜿蜒，壕沟遍布，港岛筲箕湾的一座

小山上，香港海防博物馆向海而立。

“这是香港唯一以军事为主题的博物馆，

2022 年 11 月重新开放后，我们加强了香港保

卫战、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等关于抗日战

争的历史展陈。”香港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

长梁明颖说，期望观众能更深切地认识这段

抗战历史，缅怀当年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同

胞，明白香港与国家血脉相连，提升国家认同

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5 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香港海防博物

馆将于今年 9 月改设为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

馆，通过专题讲座、历史考察、巡回展览等一

系列活动，做好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携手社会各界着

力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积极

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

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让青少年从小培养国

家意识、加强国民身份认同。

推行初中中国历史科新课程大纲、《香港

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及 15 个科目的国家

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所有中小学在每个上课

日、元旦日、香港特区成立纪念日和国庆日升

挂国旗，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国民教

育——活动规划年历”指导中小学配合重要

节日开展国民教育活动……随着一连串举措

在香港落地，“爱我中华”的种子也在孩子们

心中深深扎根。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的首项活动，是

举办以‘爱国爱港爱社区’为主题的吉祥物创

作及标志设计比赛，旨在鼓励学生发挥创意，

将爱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香港特区政府爱

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说。

6 月初接到该比赛的邀请函后，元朗一

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韩晓愉便开始了紧锣密鼓

的筹备工作。除了校内宣传，她还利用课余

时间与学生一对一交流，引导他们以丰富多

彩的形式抒发爱国爱港之情。

“爱国主义教育是细水长流、深耕细作的

工作。”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希望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与社会各界深化合

作，在学校及社区层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国

家安全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并善

用媒体平台做好传播工作。

交流交往，增强对祖国
的向心力

“祖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再到世界领

先，这份自豪感让我对星空更加痴迷。”2 月，

历时 3 个月的“逐梦寰宇问苍穹——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展”在香港闭幕，香港中学生沈子

雯仍然意犹未尽。

“极地科学家们的勇气、智慧和民族精

神 值 得 我 学 习 。 作 为 中 国 人 ，我 感 到 很 骄

傲！”4 月，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

察破冰船“雪龙 2”号及南极考察队访港，参

加交流活动的香港培侨中学学生陈开元激

动万分。

“国产大飞机凝聚了我国无数科研人员

和 工 作 人 员 的 辛 勤 努 力 ，是 中 国 智 慧 的 结

晶。”6 月，搭乘东航 C919 执飞的 MU7192 航

班由香港前往上海实习，香港树仁大学学生

武世鹏心潮澎湃。

…………

一个个新时代伟大成就，激发香港青年

学子们的爱国心、报国志。“这是一堂生动的

国民教育课。”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

若莲说，将国家发展与学生梦想紧密相连，

可让学生对国情有更深刻的了解。

蔡若莲表示，香港以“多重进路、互相配

合 ”的 方 式 推 行 国 民 教 育 。 在 课 程 设 置 方

面，小学阶段的常识科涉及国民身份认同、

中华文化等内容；中学阶段，中国历史科已

成为初中独立必修科目；高中阶段，公民与

社会发展科课程紧扣国家发展。一系列课

程设置，致力于加强对香港青少年的宪法和

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

化教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记者了解到，全

港高校及中小学正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赴

内地交流和实习计划，帮助香港青少年增进

对祖国的了解和认知，从而增强对祖国的向

心力。

为彪炳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震撼，

为祖国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而赞叹……前不

久，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首届“国家安全教

育参访团”活动举行，来自 17 所中学的 75 名

校长和师生前往北京、上海和杭州参访学习，

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良渚

博物院等地参观。

“看升旗仪式时，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心中涌起深深的敬意，我

愿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香 港 道 教 联 合 会 邓 显 纪 念 中 学 的 学

生说。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表示，

要增强香港的国民教育，前往内地交流是其

中重要一环。学生们通过游览祖国大好河

山、感受历史文化魅力，可深化课堂所学，加

强国民身份认同。

社会同心，开创国情教
育新实践

今年元旦，香港新田永平村的一座丁屋

前，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

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这

里是香港民间首个爱国主义教育展厅的所

在地。

刻着“有国有家”的陶瓷水杯、东江纵队

港九独立大队的黑白照片、1997 年香港回归

祖 国 纪 念 封 ……200 余 件 珍 贵 历 史 文 献 资

料无声讲述着香港同胞的家国情怀。

展厅策展人之一、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尚海龙表示，设立展厅旨在于社会层面推动

爱国主义教育，让香港青少年成长为兼具国

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爱国者。

民间机构是香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力量。于 2023 年成立的香港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基金会日前推出助学金计划，为基

层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学习资助。“希望通过

基金会平台，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正确认识香港与国家

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理解国家的发展

道路，树立国家观念和家国情怀。”基金会会

长谭锦球说。

《国旗国徽国歌知多少》系列读本、《我的

家在中国》丛书、《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安全》

绘本……提及面向香港青少年的主题出版

物，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业务发展与公关部副

总经理李梦如数家珍，“这些生动的国情知识

读物‘有趣又有料’，可帮助幼儿及青少年读

者了解国家，增强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李梦介绍，集团所属香港三联书店、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商务印书馆等每年出版中英

文新书约 2000 种，其中国情教育题材出版物

有数百种，屡获海内外出版大奖。

打开 AR（增强现实）游戏，走进宋代名

画《千里江山图》，看王希孟挥毫赋彩，行云

流水间“青绿”盛放眼前；戴上 MR（混合现

实）眼镜，仿佛置身大自然中，跟随二十四节

气而变换的场景栩栩如生，伸手可触……6
月初，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公司创立“中

华文化有意思”融合出版项目，致力于以数

字科技赋能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目前，该项

目 已 在 多 所 香 港 中 小 学 试 行 ，师 生 反 馈

积极。

“这是香港国情教育的创新实践。”李梦

说，期望用青少年喜欢的方式，向香港青少年

展现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的当代

中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长大后为建设香港、振兴中华多作

贡献。

香港不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香港不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心 之 所心 之 所 系系 行 之 所 向行 之 所 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尧尧 陈陈 然然

跨 海 来 相 会 ，共 叙 两 岸 情 。

仲夏时节，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

如约而至。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延续“扩

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

题，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

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

板块 50 场活动各具特色、精彩纷

呈，各界嘉宾共约 7000 人相聚鹭

岛 ，共 促 交 流 合 作 ，共 谋 融 合

发展。

海峡论坛是促进两岸各界广

泛交往、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

的 重 要 平 台 。 作 为 两 岸 规 模 最

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

流盛会，海峡论坛历经十六载，始

终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

的定位，两岸同胞通过海峡论坛

厚植情谊、增进理解。

两 岸 一 家 亲 ，闽 台 亲 上 亲 。

闽台融合发展，是今年海峡论坛

上 各 界 嘉 宾 最 有 感 触 的 话 题 之

一。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的意见》印发，闽台融合发展站到

新的起跑线上。近一年来，从稳

中有进的闽台经贸合作，到加快

推进的“小四通”，再到进一步落

实的台胞台企同等待遇……闽台

各领域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福建

积 极 建 设 台 胞 台 企 登 陆 第 一 家

园，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让台胞在福建有更多更

好的发展机会。

两岸关系根基在民间，动力

在人民，希望在青年。基层民众

和青年群体无疑是本届论坛最闪

亮的主角。从贴近百姓生活的职

工、妇女、基层治理等活动，到充

满青春活力的体育、文学、新媒

体、乡建乡创等活动，再到专业性十足的科技金融、卫

生健康、智能制造等活动；从两岸有关机构和企业签订

多项合作协议，到便利台胞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

付，再到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专设金门乡亲服务站，为

金门乡亲来厦提供更加优质便利服务……一系列聚焦

两岸同胞实际需求的论坛活动与安排，让两岸基层民

众在互诉亲情、共话桑麻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台

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

遇，也为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

中来搭建平台。

两岸一家，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海峡论坛一届比

一届精彩，一年比一年热络，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

台湾青年，通过海峡论坛的平台，更深入了解大陆，进

而参与到两岸交流大潮中来。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海

峡论坛上，有不少每一届都如期赴约的“老朋友”，也有

许多第一次参会的“首来族”。事实证明，在两岸开启

交流 30 多年后的今天，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蕴含的强

大内在动力、累积的深厚基础已势不可挡，不是一时的

困难和阻碍所能撼动的。

然而，与共襄盛会氛围格格不入的是，民进党当局

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酸言酸语地抹黑论坛，试图阻

止岛内人士前来大陆交流。“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

“两岸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海峡论坛

上，两岸民众纷纷表达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的共同心声，为两岸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这也进

一步证明，民进党当局种种阻挠限制不得人心，不可能

得逞。

初心不变十六载，血脉相连一家亲。两岸同胞从

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正如一位台湾青年所说，“相信我，来了之后你也会爱

上这里。”期待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一走，在交流中

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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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程

龙龙

日前，澳门第十六届青少年国情知识竞赛落下帷幕，竞

赛共吸引澳门 32 所中学及高校近 1.5 万名学生报名参赛，

人数创历届新高。根据竞赛安排，获奖学校代表将前往浙

江参观交流，学习“两山”理念、国情知识，开阔视野，践行

“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

和栽培。今年以来，在第七届“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中，领

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层内涵和重大意义，弘扬爱国爱澳

核心价值；在澳门纪念五四运动 105 周年系列活动中，加深

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继承和发扬五四

精神；在“港澳青年看祖国”活动中，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结合起来，切身感受祖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在“我和

我的祖国”全澳小学生国情绘画大赛中，用画笔描绘身为中

国人的自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丰富多彩的

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让澳门青少年感受新时代祖国的伟

大成就、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从而懂得“澳门同祖国

紧密相连”，加深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爱澳情怀，增强投身“一

国两制”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澳门青少年是澳门的希望，也是

国家的希望，关系到澳门和祖国的未来。倾听他们的心声，

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接班人夯

实基础、创造条件、营造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

是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弘扬爱国爱澳的社会主流价值

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一定能让爱国爱澳光荣传统

代代相传，保证“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让爱国爱澳
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张张 烁烁

■香江在线香江在线R

体 验 无 人 驾 驶 、与 智 能 机 器 人 互 动 交

流、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最新发展成果……日

前，由国台办新闻局、北京市台办和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举办的“感受科技

创新 助力融合发展”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

动在京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一

同走进两岸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经开区科技

企业等参观采访，实地感受两岸科技创新合

作成果和北京科技发展动能。

“基于‘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自动驾驶车

辆能够提前减速避让行人，有效消除交通安

全隐患……”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创新运营中心的展厅内，工作人员边讲解、

边通过大屏向记者们演示模拟该场景的画

面。随后，两岸媒体记者一同坐上无人驾驶

车辆，感受智能技术在交通场景的应用。遇

到超车情况自动减速，智能避让行人和阻碍

物，上路行驶平稳……“车里没有方向盘！”

“没有司机也开得很稳。”无人驾驶车辆让两

岸媒体记者直呼“厉害”，有台湾媒体记者表

示，这是第一次体验无人驾驶的智能车，相信

未来这样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

在北京优必选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人

形机器人十分酷炫，吸引了记者们的目光。

“悟空悟空，可以做个俯卧撑吗？”机器人“悟

空”在收到指令后，给大家展示标准的俯卧撑

动作。流畅的沟通和表演，让两岸媒体记者

纷纷鼓掌。随后，记者们还了解了人形机器

人的迭代升级之路，以及智能服务机器人解

决 方 案 的 研 发 、设 计 、生 产 和 商 业 化 应 用

场景。

在全国首家两岸科技创新中心，两岸媒

体记者一同参观了“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主题

展览。展览以“桥”为链，用 4 个篇章深入阐述

了两岸产业合作优势、基础条件、支持政策

等。两岸科技创新中心于 2023 年 9 月在第二

十六届京台科技论坛开幕式上揭牌，落地在

北京经开区。据介绍，该中心由北京市相关

部门和两岸有关协会、企业共同发起建立，旨

在打造面向两岸科技企业的创新融合发展综

合服务平台，目前设有科研协同、成果展示、

技术交流、项目合作、人才交往、企业服务六

大功能平台，推动京台科技合作和两岸优势

产业对接。

“北京经开区是‘三城’（中关村科学城、

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承载

区、高精尖制造业主阵地，具有完善的配套政

策和优质的发展环境。我们将依托两岸科技

创新中心，进一步发挥两岸科技、人才和产业

资源优势，加强政策宣传贯彻，支持台商台企

发展。”北京经开区营商合作局负责人说。两

岸科技创新中心发起单位代表、台湾区电机

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相关负责人邱全成表示，

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研发水平具有领

先优势，“两岸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提供两岸科

研协同、成果展示及技术交流等，这些都可以

协助台商台企在大陆更好地发展，助力两岸

企业更好地合作。”

“作为一家生物医药企业，我们很感谢申

报过程中这里提供的一条龙服务，遇到什么

问题都有人免费协助，效率很高。”北京瑞爱

鑫生医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勋表示，该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入驻，是两岸科技创新中

心第一批入驻企业，“希望将来有更多台湾年

轻人来到这里，促进两岸人才交流合作和项

目落地。”

两岸媒体记者在北京开展联合采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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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脉动R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

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位 于 广 东 广 州 最 南 端 的 南

沙湿地，总面积近万亩，是粤港

澳大湾区保 存 较 好 的 滨 海 河 口

湿地。近年来，广州南沙多措并

举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助力美丽

湾区建设。

图为游船在南沙湿地海景塔

附近的红树林间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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