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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被

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2014 年 ，在 陈 嘉 庚 先 生 诞 辰 140 周 年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

会回信指出，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

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

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

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

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

得学习。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年。广

大华侨华人广泛开展各类纪念活动，以实际

行动传承弘扬“嘉庚精神”。“广大归侨侨眷

和海外侨胞要以陈嘉庚先生为榜样，进一步

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深怀爱国之

情，坚守报国之志，以实际行动展现侨界力

量，做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

动者，在新时代弘扬好‘嘉庚精神’。”中国侨

联主席万立骏表示。

弘扬“嘉庚精神”

福建厦门市集美区东南隅，有一座独具

特色的闽南建筑——陈嘉庚纪念馆，前来参

观的人络绎不绝。

纪念馆里，集美国学专门学校、集美师

范学校、集美中学、集美商业学校、集美农林

学校、集美幼稚师范学院……一张张照片仿

佛时空隧道一般，展示出陈嘉庚的办学轨

迹。不到 15 年，他办了 11 所学校，形成了普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兼备女学的完整教

育体系。1931 年，集美学校学生 2732 人，成

为当时全国学生数量最多的学校。

李光前、陈文确等一批海外华侨，深受

陈嘉庚先生感染和影响，成为“嘉庚精神”的

追随者，纷纷回到祖国兴资办学，为祖国的

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

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回忆其与陈嘉庚先生

的 3 次接触，十分感慨：“嘉庚先生力主为社

会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有诸多海外华侨

校友传承了他的精神，归国办校，形成一种

风气。”

“陈嘉庚先生爱国、创业、兴学，他的实

践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嘉庚精神’。”陈嘉

庚纪念馆馆长翁荣标说，“如今，‘忠公、诚

毅、勤俭、创新’的‘嘉庚精神’已经内化于我

们心中。”

在陈嘉庚先生的故乡厦门，他的名字不

仅出现在学校、建筑、街道、公园中，也铭刻

在一代代乡亲、侨胞和学子的心中，彰显着

人们对陈嘉庚先生的缅怀和对“嘉庚精神”

的传承。自 2014 年起，厦门市将每年 10 月

定为“嘉庚精神宣传月”；2017 年，厦门市设

立了“陈嘉庚奖学金”，用于资助相关国家华

侨华人学生和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后裔来

厦门学习深造；厦门大学、集美大学、集美中

学等陆续开展一系列弘扬“嘉庚精神”的活

动，助力“嘉庚精神”代代相传……

“各级侨联组织要开展系列学习宣传活

动，团结引导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以陈

嘉庚先生为榜样……”今年 5 月，中国侨联

向各级侨联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各级侨联组

织开展系列学习宣传活动，在新时代传承弘

扬“嘉庚精神”。

中国侨联官网上线“纪念陈嘉庚诞辰

150 周年”专题，指导拍摄纪录片《陈嘉庚》；

厦门市出台《厦门市嘉庚教育遗产保护办

法》，将每年的 10 月 21 日确定为“嘉庚教育

遗产日”；反映陈嘉庚先生生平的交响诗剧

《嘉书·2963》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上演

……各类主题宣讲、书画展、文艺演出、志愿

服务等活动在侨界遍地开花，推动“嘉庚精

神”深入人心。

讲好“嘉庚故事”

“陈嘉庚先生为什么会来延安？因为延

安有信仰，有精神。”7 月 6 日，在陕西延安市

宝塔山下的“微课堂”中，老师开门见山的讲

解，瞬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中国侨联举办的“追梦中华·弘扬嘉庚

精神启新篇”海外华文媒体采访行走进陕西

延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马来西亚等

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通过实地

参观、现场采访、走进课堂等形式，在宝塔山

下追寻陈嘉庚先生足迹、学习“嘉庚精神”。

“正是通过在重庆和延安的亲身考察，

陈嘉庚先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

前景。这是他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深刻思

考。”香港东盟卫视副台长陆峰表示，“今天，

我们纪念陈嘉庚先生，就是要传承他的爱国

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华文媒体人，我

们有责任和义务发挥桥梁作用，把‘嘉庚故

事’传播到更多地方。”

今年以来，来自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多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沿着陈嘉庚先生的

足迹，奔赴福建、重庆、陕西、云南等地采访

报道，以中、英、俄等多种语言向世界讲述更

丰富的“嘉庚故事”。

“没想到能在昆明侨光小学看到公公婆

婆回国参与抗战的照片，他们的故事没有被

忘记。”8 月 31 日，“庚·续：重走南侨机工滇

缅路”活动走进云南昆明市西山区侨光小

学，来自海南省的南侨机工后人尹凤娥在校

史馆内看到了婆婆女扮男装回国加入南侨

机工的事迹感慨不已。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

得知祖国需要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

便 号 召 华 侨 中 的 年 轻 司 机 和 技 工 回 国 服

务，共拯危亡。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华侨

热烈响应，3000 多名南洋华侨机工于 1939
年回到祖国参加抗日，在滇缅公路投入抗

战运输工作，被称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

务团”。

约 200 名南侨机工后裔及侨胞代表，以

自驾车队的形式，自马来西亚启程出发，途

经泰国、老挝，由滇缅公路沿线一路东行，先

后参观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等，在昆明市

西山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进行

拜谒活动，在厦门市集美区缅怀陈嘉庚先生

光辉事迹，并与沿途省市南侨机工后裔、亲

属等座谈交流。

“因为对陈嘉庚先生与南侨机工事迹的

钦佩，我们成立了‘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

希望将这段可歌可泣的事迹传播到更多地

方。”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文化中心副主席

陈松青表示，陈嘉庚先生对南洋华文教育作

出过重要贡献，其精神品格永远值得后世学

习。今后，我们还将举办类似活动，推动“嘉

庚精神”薪火相传。

凝聚侨界力量

9 月 5 日下午，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

一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三小学举行。“追

梦中华·弘扬嘉庚精神”——黑河旅俄华侨

纪念馆思政课走进校园，通过讲故事、互动

问答等形式，向学生们讲述陈嘉庚先生波澜

壮阔的一生。

“通过学习陈嘉庚先生的事迹，我收获

很多。他的爱国情怀、教育理想、创业精神

和高尚品德，将永远激励着我。”五年级学生

周辰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将以陈嘉庚

先生为榜样，努力学习，不断进取。

越洋经商，百折不挠；矢志报国，情系桑

梓。“嘉庚精神”薪火相传，影响了一代代侨

胞 ，也 为 进 一 步 凝 聚 侨 界 力 量 提 供 精 神

动力。

“陈嘉庚先生到南洋经商，有过鼎盛之

时，也遇到过危机，但他始终心系祖国、情系

家乡，不遗余力支持祖国建设发展。”广东省

佛山市侨联主席蔡国雄表示，陈嘉庚先生是

我们侨界的旗帜和榜样，他的精神激励着一

代代建设者，我们要以“嘉庚精神”为纽带，

进一步凝聚侨界力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嘉庚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如

今，“陈嘉庚星”、“嘉庚”号科考船、嘉庚学

院、嘉庚剧院、嘉庚书苑、嘉庚班等一大批以

“嘉庚”命名的事物，闪耀着“嘉庚精神”的时

代光芒，也凝聚着侨界的力量与心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共同梦想，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努力。”厦门大学教授朱水涌曾在 6 集文献

纪录片《陈嘉庚》中承担文稿撰写工作，2021
年又出版了《陈嘉庚传》，他表示，立足新时

代，海内外中华儿女缅怀陈嘉庚先生，更加

应该弘扬“嘉庚精神”，坚守报国之志，心怀

桑梓深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侨

界力量、展现更大作为。

弘扬弘扬““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坚守报国之志坚守报国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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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以“构建互联互通、创

新及绿色新丝路”为主题的第九届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吸引近 6000 名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人士与会，共达成 25 份合作

备忘录，创历届新高。今年是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1周年。11年

来，“一带一路”建设硕果累累，为中

国和世界带来发展新机遇，也为香

港、澳门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空间。

香港、澳门积极响应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努力以自身所长服务国

家所需，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积

极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数据显

示，过去 10 年，香港与内地以外的

“一带一路”经济体的贸易额增加近

六成，与相关经济体的贸易额占香

港外贸额的 43%，来自全球的投资

者可以尽享香港在金融、法律、工

程、物流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优势。

2023 年，澳门输往“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的货值为 7.7 亿澳门元，同比增

长 47.8%；进口“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货值为 309.2 亿澳门元，同比增长

18.0%。

“一国两制”是香港、澳门回归

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

排，也是香港、澳门深度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独特制度优势。“一国”

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可以更好地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推

动 港 澳 企 业 和 内 地 企 业“ 拼 船 出

海”，共同开发国际市场。“背靠祖

国、联通世界”，让香港、澳门更好地

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进一步助

力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打造重要国

际枢纽。

香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动能充沛、大有可为。从香港起

飞的航班可抵达全球 200 多个目的

地，从香港起航的货船可到达全球

近 600 个目的地……香港处于“一

带一路”的关键节点，航运、会计、金

融、咨询等行业成熟、发达，香港的

普通法制度在对外经贸合作中具有

独特优势。澳门在“一国两制”下拥

有高度自由开放、自由港、单独关税

区、简单低税制、资金自由流动、同

国际规则顺畅衔接、国际联系广泛

等独特优势，特别是在与葡语国家的联系上具有独特优

势，为积极参与和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提

供了重要基础。这些都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核心内容高度契合，香港、澳门可

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协同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更

为重要的力量。

发挥中西文化交融优势，助力共建国家民心相通。香

港、澳门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优

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往密切。香港进一步打造中

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澳门进一步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打造以中华文化

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都将深化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文化相融、民心相通，为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港澳故事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

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

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

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这为香港、澳门在

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助力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

展望未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入新

征程，香港、澳门的独特优势愈加凸显，必将为“一带一

路”建设和港澳自身发展增添磅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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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

烁烁

10 月 1 日，澳门大桥正式通车。这是澳门首条双向八车

道跨海大桥，不仅完善了澳门整体的交通布局，为居民和旅客

创造了更便捷的出行条件，也进一步加强澳门与内地的沟通

联系，推动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作为澳门一项标志性的民生工程，澳门大桥既是澳门“双

环双轴快速通道”中的重要“一轴”，也是澳门城市交通体系建

设的关键节点。澳门大桥起自澳门新城 A 区东侧，与港珠澳

大桥口岸人工岛连接，跨越外港航道、澳门水道，至澳门新城

E1 区，连接起港珠澳大桥、氹仔码头、澳门国际机场 3 个重要

口岸，加强澳门与相邻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近年来，澳门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与内地的互联互通、

融合发展也不断迈出新步伐。澳门轻轨通车运营，澳门轻轨

延伸横琴线项目顺利竣工；“澳门新街坊”，为澳门居民提供全

新的宜居选择；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青茂口岸等系列民生工

程陆续建成投入使用；“澳车北上”等惠澳政策落地生效……

粤港澳大湾区“1 小时生活圈”已从愿景变为现实，澳门居民

到内地就业创业、出行游玩、商贸往来更加便利，也进一步助

力澳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作为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

年的献礼工程之一，澳门大桥将成为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的又一重要通道。相信澳门继续发挥好“一国两制”独特优

势，顺时而为，乘势而上，进一步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不断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一定能不断书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

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互联互通 融入大局
禾禾 立立

“如果我的爱能对祖国有一点点贡献，我

将百死不辞，毕生有幸！”话语掷地有声，令

不少观众湿了眼眶。

9 月 26 日 晚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原 创 话 剧

《钱学森》在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上

演。科学的旗帜与艺术的星光交相辉映，进

一步激发了香港学子的爱国心、报国志。

这是“科学家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之

一。该剧根据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上海

交大校友钱学森的经历创作，以钱学森的人

生经历、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历程上具有重

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为主线，旨在传承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这部科学

大师宣传工程经典剧目的演出意义重大。”香

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认为，话剧让观众了

解钱学森一生的追求和科学成就，还有他身

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这对香港理工大

学的师生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

“ 众 多 像 钱 学 森 这 样 的 科 学 家 无 私 奉

献，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创造了辉煌业绩。”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学系学生晓晗表示，

作 为 一 名 大 学 生 ，更 感 受 到 肩 上 的 责 任 和

使命。

伴随着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国家

航天事业正展开壮美画卷：“神舟”问天、“嫦

娥”揽月、“北斗”指路、“天问”探火、“羲和”逐

日……祖国航天科技实力越来越强，激励着

香港青年不懈奋进。

9 月 27 日下午，“科学家精神耀香江”系

列活动继续在香港科学馆进行，当代杰出华

人科学家讲座引人关注。

“从串联到捆绑、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

星，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率、入

轨精度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当中国工

程院院士、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龙乐

豪说出一系列令人骄傲的成绩时，台下的学

生们发出阵阵赞叹。

“中国的太空长征仍在继续，我们正在

加快推动航天强国建设。”在演讲尾声，龙乐

豪寄语香港青年一代树立理想、勤奋学习、强

健体魄，“欢迎孩子们在未来加入祖国的航天

事业！”

经历了“踏月凌天探星河”，在场的学生

们又跟随中国科学院院士、石油天然气地质

学 家 邹 才 能“进 入 ”地 球 深 处 ，探 索 能 源 奥

秘。在科普了新能源相关知识后，邹才能鼓

励大家打破常规，不断创新思想。

“演化计算能为我们做什么？”“是不是

和 AI 有关？”随后，岭南大学副校长姚新用

一系列问题，将听众的思绪拉到人工智能领

域。“期望大家永葆好奇。”在问答环节，姚新

在 回 答“如 何 成 为 科 学 家 ”的 提 问 时 直 言 ，

“好奇心的驱动会让你发现做科学研究是一

种享受。”

9 月 26 日，“科学家精神耀香江”系列活

动之一“盛世启航——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成

就”展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科学馆正

式向公众开放。

发 现 大 庆 油 田 的 重 要 历 史 证 据 ，介 绍

“东风一号”导弹发射等历史事件的沉浸式

空间“东方巨响”，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祖冲

之号”超导量子电脑模型……在香港科学馆

2 楼展览厅，精心布置的三大展区介绍了国

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生动展

现 了 我 国 科 学 工 作 者 的 爱 国 情 怀 和 坚 定

信念。

“这些展品正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的写照。”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

永兴表示，希望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

通过展览深入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 ，增 进 对 国 家 的 认 同 感 和 归

属感。

“科学家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点亮香港青年梦想——

激扬爱国之情 砥砺报国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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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多跨江越海通道

的建成，粤港澳大湾区环珠

江口 100 公里“黄金内湾”的

“含金量”越来越高，大湾区

“一小时生活圈”更加便捷。

图 为 南 沙 大 桥 上 的 车

流 和 狮 子 洋 通 道 的 船 舶 来

来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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