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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创新创业同行人

地处珠海横琴主干道环岛东路，花
园式园区环境和科技感建筑风格，成立
5年来，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已累计孵
化项目 433 个，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50家，为30家企业融资5.03亿元，成为
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

澳门青年周运贤是具有多年创业经
历的“老创客”。2015 年，周运贤在珠
海市横琴新区创立了一家从事反向电商
的技术性互联网企业“跨境说”。两年
内，公司获3000万元天使投资，拥有多
项发明专利及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无论是接受创业导师辅导、专家进
行项目评审等环节，还是对接融资平
台，都让周运贤在创业谷中“找到了同
行人”。“国家发展给澳门创业青年带来
巨大的机会。公司将积极通过跨境电商
推动内地和葡语系国家的产品及服务经
澳门更加便捷地进入彼此市场，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周运贤说。

有这样想法和感受的，不止周运贤
一人。据统计，以澳门青年创业谷为示
范，横琴新区的孵化器总投资 12 亿元，
孵化器内企业已达 231 家。创业谷累计
引进 96 位高层次专家人才，其中包括 5
位院士及80位国家特聘专家，协助创办
创新型科技企业86家。

拥有澳门籍青年或澳门高校毕业生
成员的创业团队，进驻该孵化器均能享
受到从场地减免到奖补、通关便利等一
系列“政策包”，如今孵化器内约80%的
创业项目来自澳门。

借力转化科创成果

坐落在横琴新区的澳门大学新校
区，道路宽敞、空间开阔，一幢幢风格
各异的大楼与绿地、水域交相辉映。新
校区建设了 5 座全新的科研大楼，让澳
门大学的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了全新
的发展空间。

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模
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
点实验室、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
验室、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目前澳门有 4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
其中有3家依托澳门大学建设。

如何用好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将
智力成果充分转化为生产力？粤港澳大
湾区其他城市为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
市场。

澳门科技大学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近 6 年来获得国内外专利
授权逾 180项。在 IT领域，澳门科技大
学与企业合作在横琴成立人工智能公
司，公司研发的商业机器人已经逐步市
场化，销量可观。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

良说，澳门回归祖国之前，人们几乎无
法将“科创”与“澳门”建立联系。回
归后，在国家和内地科研院所的支持
下，澳门科创能力不断提升。

事实上，澳门科创成果内地转化，
已经成为澳门科技创新依托的主要模
式。今年上半年，在横琴新注册的澳门
创业项目有37个，科技创新类企业比例
达 59.6%，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产学
研示范基地落户横琴，澳门4所国家重点
实验室均在横琴设立分部，可为优秀科
研项目提供产学研全链条成长环境。

“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今天的
澳大。”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认为，澳
门大学的发展得益于内地和澳门在人
才、资金等方面更加紧密的联系，澳门
大学成功搭建了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
靠着优越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吸引了众
多全球顶尖人才来到澳门，将共同推动
澳门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

发挥创新网络协同效应

澳门大学行政楼前竖立着几根特别
的智能灯柱，除了最基本的照明功能
外，还集成了视频、声音、振动、气
温、空气质量等多个传感器，灯柱底部
一块屏幕上，播放着各类信息。这正是
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科研产品。2019 年澳门大学与科技

部签署合约，承担国家“物联网与智慧城
市关键技术及示范”重点专项的研发任
务，这是该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澳门大学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贾维嘉教授说，澳门在面
积上是一个小城市，但较小的地域反而
正适合进行智慧城市物联网的试点，这
也是国家智慧城市物联网专项研究的

“中小城市部分”委托给澳门来做的原
因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澳门在其中
应如何定位？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科学技
术协进会理事长崔世平认为，澳门的经
济结构单一，在科技创新和实体产业方
面比较薄弱。通过湾区城市群的合作，尤
其是与广州、深圳这两个创新能力在全
国都处于前列的城市合作，可以带动澳
门科技创新水准的提升。

“目前，澳门特区政府在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工作委员会下设立‘创新、科
技及智慧城市发展专责组’，正积极部
署、加快对接和布局，推进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建设。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澳门要充分发挥国际化及多元
开放的优势，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
长’，推动澳门科技创新发展实现新的
飞跃。”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
发展局局长米健说。

（本报澳门电）

2020 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日前
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举办。两岸200
位名家的书法篆刻展、100位青少年
的汉字艺术创作展、26 个书法篆刻
团体参与的“汉字艺术嘉年华”等
活动，让民众近距离体验汉字和中
华文化的魅力。

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回廊，“汉
字艺术嘉年华”活动既有书法作品
展示，也有毛笔 DIY 教学、篆刻现
场示范、亲子同乐制作刻章等互动
活动，吸引民众参与。

台湾女书法家学会是举办“汉
字艺术嘉年华”的团体之一。这家
团体的展位除了纸本书法作品，还
展示绣有汉字的丝巾、衣服等文
创，让人耳目一新，很多女性观众
纷纷驻足询问交流。

学会荣誉理事长张松莲介绍了
她的书法作品“历史的长河”——
一条丝巾。丝巾上，从左至右用甲
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
行书和草书，将历史上具有代表性
的书法作品如《兰亭序》等，依年代先后
依次排列，古典优美。黄色的几字形黄河
图形贯穿丝巾。

“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是我推
广书法的理念。”张松莲说，女性爱漂
亮，我们把字写在丝巾上，就是想大家把
文化穿着走、戴着走。她说，作品取名为

“历史的长河”，是因为黄河是中华文化的
发源地，希望我们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
用汉字、文化丰富我们的生命。

这些年来，张松莲和台湾女书法家学
会会员多次赴北京、上海、广州、甘肃、
青海、内蒙古等地交流。她认为，两岸汉
字文化艺术节是非常好的文化交流活动，
希望两岸能够借着文化交流，增进了解。

2020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由台湾中华
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
同主办，台北孙中山纪念馆、新竹清华大
学、台湾师范大学等单位合办。艺术节的
前身为2010年开始在两岸轮流举办的“两

岸汉字艺术节”，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
重要品牌。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大陆书法家未能
来台出席活动，但仍提交作品参展。台北
孙中山纪念馆、新竹清华大学、台湾师范
大学等机构还举办了书法展、研习营及史
料展等活动。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不仅为
两岸艺术家提供作品观摩与交流的舞台，
也为民众提供一场难得的文化盛宴。

（据新华社台北电）

香港是璀璨的“东方之
珠”，但本地市场体量小、资
产价格高，产业结构相对单
一，导致青年“上流”空间
也 相 对 狭 小 。 想 要 摆 脱 困
局，就必须把握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为
内部经济转型打开突破口。

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
文 章 ， 阐 述 大 湾 区 优 势 所
在，认为大湾区是香港青年
的 绝 佳 舞 台 ， 对 于 他 们 而
言，创业大湾区正逢其时。
文章摘编如下：

莲塘/香园围口岸正式启
用 、 创 业 板 扩 大 注 册 制 试
点、粤澳宣布开通横琴口岸
新旅检区域……金秋时节，
粤港澳大湾区又接连迎来利
好消息，大湾区城市之间的
交流合作持续深入，资本、
技术、人才、信息等关键要
素加速流转。对于香港的有
志青年而言，创业大湾区正
逢其时。

毫无疑问，香港青年之
所 长 ， 是 大 湾 区 发 展 之 所
需。港青可充分借助香港在
服务业等领域的比较优势，
在大湾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的进程中发光发热。香港
的 科 研 人 才 更 可 试 水 大 湾
区，寻觅产学研深度合作的
机会。

逐梦大湾区，完全可以
“ 放 心 过 日 子 、 放 手 拼 事
业”。去年以来，中央出台了
多项加快内地与香港经贸联
系、惠及香港市民的措施，
如“港人港税”、出入境便利
化、便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
内地城市购房、探索建立跨
境理财通机制等。便利措施
还在不断规划和发布中，广东方面为大湾区
创业港青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些广东城市与港澳交通便利、往来频
繁，而且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
我们相信，大湾区当中的任何一座城市，都
可以成为香港青年心中的家园。那些先行
者，如大疆、顺丰等打上浓厚香港烙印的创
新企业，早已在内地花开叶茂，走向世界。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对于香港青
年而言，也许只需勇敢“迈出第一步”，便能
够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拥有一片更广阔
的人生。珠三角的内地城市已经搭好创业平
台，虚位以待有志之士。截至 2020 年 5 月
底，广东已建成广州粤港澳 （国际） 青年创
新工场、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前海深港青
年梦工厂等 50 多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
仅广州南沙自贸区就吸引了215个港澳青创团
队入驻。

无论何时何地，争取“上流”、发奋图强
都应是青年的主流价值取向；年轻从来不是
抱怨现实、冲动极端的借口。与其在某些反
中乱港者炮制的政治迷幻剂中沉沦放纵、自
怨自艾，不如亲身去看看、去尝试，到大湾
区去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国庆中秋“黄金周”期间，香港处处充满
节日喜庆气氛。在湾仔，长约200米的利东街头
挂满650个中国传统红灯笼，寓意幸福美满，团
圆欢乐。在维多利亚港，护栏上特别安装了手
捧月饼的白兔可爱造型装饰，给城市增添了热
闹喜气，也成为市民的“打卡”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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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湾区 澳门唱好科创“大戏”
本报记者 毛 磊

面积狭小，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澳门的

“小桌子”上如何唱好科技创新“大戏”？

且看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里，青年创

业者们挥洒青春、追逐梦想；澳门中药质

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工程师夜以继

日进行试剂配制研发；广深港澳科技创新

走廊，澳门引领和参与的一项项前沿研究

项目正在落地……澳门紧紧抓住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正在走出一条发挥

所长、借力发展的科技创新之路。

▲澳门青年创业谷。 （资料图片）
◀在澳门科技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生观察细胞培

养情况。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摄

汉字，两岸文化交流的纽带
吴济海 傅双琪

▲ 参加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的台北民众写满一张张平安心愿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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