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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政协委员戴北方认为，港
深两地在培养科创人才、孵化科研
项目、转化技术产品等方面成果突
出，但在规则、沟通、信息等方面
存在不足。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强
化优势互补，是港深担当历史重任
的必然要求。两地应在合作机制、
规则对接、平台建设、项目协同、
氛围营造5方面深化合作，主动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在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
永生说，港深两地应牵头组织大科
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探索完善大
科学计划管理机制，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实施机制以
及完善综合创新创造环境，包括建
立国际信息中心、国际人才特区
等，从而助力港深联通世界，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

北京脑力觉醒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港人廖启民对记者
说，港深开创科技大潮，有人才有
资本，有技术更有市场，应发挥好
两地的力量，迎接更好的未来。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校长徐
扬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营造

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经济发
展环境，并在金融、设计、信息、
健康、制造等领域办出新特色，在
生物医学、能源等方面做新的规划
和布局。

打造国际创科中心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副会长林
智祥对记者说，香港科技企业需要更
多地结合大湾区的政策与市场优势，
提升企业研发能力，这样才可以跟上
科技的高速发展，面对全球竞争。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
鹏认为，在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
中，“香港智慧”的优势显而易见，但
也面临土地、生源、资源等限制。深
港携手、优势互补是大势所趋。

香港机器人企业诺达科技首席
执行官、港人吕忠贤对记者说，香
港创科企业应该把握大湾区的机
遇，融合两地优势，才能与世界竞
争。香港作为大湾区的一份子，创
科企业要有更宽广的视野，让企业
维持创造力。

北京真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创业港青李兴龙告诉记
者，深圳拥有极优的硬件创科环
境，集科研人才、供应链资源、生
产环境于一身。对立志投身于硬件
创新科技的港青来说，深圳可以让
他们快速起步、稳步发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
强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
应用科技力量、加速科创技术市场
化十分重要。如今位于大埔的科学
园已有约 1000 家公司进驻，其中
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生物医药科
技的发展最为迅速。将科研成果商
品化是香港的弱点之一，因此科学
园的定位是孵化器，协助大学生将
想法转化为产品。

黄克强说，深圳与香港应加强
合作，携手将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香港的核心力量是科

研，内地在商品化上具有优势，只
要深圳与香港能够打造出合作方
案，将有助提升香港的发展前景。

为初创企业保驾护航

香港数码港与深圳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近日签署合
作备忘录，双方将加强交流，携手
推动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科技创
新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各展
其长，为两地创科企业提供各种资
源，包括人才、市场商机、技术支
持、投资者网络等支持。

深圳前海管理局将为优秀的数
码港初创企业提供在前海落地的服
务和相关政策支持。双方也将共同举
办各类与创科相关的活动，互相推荐
区内优秀企业，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和
机遇，促进深港科技生态圈发展。

“数码港作为香港的创科培育
基地，多年来积极推动大湾区青年
交流和跨境创科协作。这次合作将
有利于支持数码港的初创企业在大
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协助他们开拓

内地市场。”香港数码港董事局主
席林家礼说。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
官洪为民说，数码港在推动深港青
年交流和跨境创科协作上一直不遗
余力，这次合作为深港两地青年提
供了很大机遇，对初创企业的发展
具有吸引力。“前海管理局将为有
意在前海落户的数码港初创企业提
供配套资助，以鼓励并支持香港青
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事业，与
香港市场同步发展。”洪为民说。

前海管理局同时发布前海港澳
青年招聘计划。该计划将发动 19
家企业，面向港澳青年提供141个
招聘岗位。据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
锦侠介绍，前海从今年开始建立按
月度发布的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
划。该计划每个月将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为港澳青年提供
100个以上的应聘岗位。面向港澳
青年招聘的岗位包括顺丰、京东、
来画视频等企业提供的算法研发工
程师、大数据平台开发工程师、动
画设计师等。

港深创新科技合作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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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
打开都新鲜……”在四川成都举办的第三届

“台客摇滚音乐节”上，记者见到了正在舞台
上表演的台湾青年、牙科医生许君豪。脱下白
大褂、拿起麦克风，作为台湾前偶像团体“可
米小子”的主唱，许君豪在这里暂别繁忙的医
务工作，再次唱响了他的成名作 《青春纪念
册》，瞬间燃爆现场。

曾经红极一时的偶像歌手，如今专业严谨
的牙科医生，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变身”记，
在许君豪的“青春纪念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2003 年，因为一场意外的舞台事故，
正处于演艺事业上升期的许君豪被迫告别舞
台，但也成为他人生道路的新起点。在家庭氛
围的长期熏陶下，许君豪从小就对医疗有着特
别的兴趣，开口腔诊所的父亲也鼓励他重新考
医学院。最终，他决定参加港澳台联考，去大
陆追寻自己的新梦想。2004 年，许君豪顺利

“突围”，拿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的录
取通知书。

“来到成都，我不仅要学习医学，还要接
受‘花椒’。”回忆起在成都求学的经历，许君
豪如是说。他告诉记者，那时来大陆学习的台
湾学生少之又少，再加上课业知识和学习环境
也和台湾存在一些差别，身边又有来自“学霸
们”的压力，种种不适应就像吃到川菜里的花
椒一样，需要慢慢去习惯。“不过身边的老师

和同学也都给了很多照顾，这里就好像另外一
个家，给了我温暖，也锻炼了我的各项能力。”

在成都 7年的求学生涯，让许君豪深深爱
上了这座城市。2015年，许君豪在德国获取硕
士学位后回到成都，考取了大陆执业医师资
格，并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牙科诊所。

“开设诊所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是我很享
受这个过程。”在许君豪看来，现在是台青来
大陆创业的最好时机。“以四川为例，现在政
策上有‘川台 70条’，每个地方都还会有各自
的惠台政策。”不过他也坦言，在哪里创业都
不是容易的事情。“既然来到大陆就要接地
气，努力去了解这里的人文特色，找到自己创
业的优势和独特性。”

事业蒸蒸日上，许君豪内心埋藏的“音乐
种子”也在成都生根发芽。3年前，他与一群
热爱音乐的台湾老乡一拍即合，共同创立了

“台客摇滚乐团”，他们中有经营奶茶店的成都
女婿，有致力于融合两岸民族音乐的音乐制作
人，还有刚刚“登陆”不久的求学、创业青
年。每年，他们都会齐聚“台客摇滚音乐
节”，一起喝着岛内的啤酒，唱响台味十足的

“台客摇滚”。
如今，“台客摇滚音乐节”成功举办到第

三届，已经成为那些在成都工作、生活、学习
的台湾同胞每年“必打卡”的节日聚会。当被
记者问到会不会借着网络爆红的机会重新成为

歌手时，许君豪表示，能够被网友认可固然惊
喜，但也让自己多了一份责任感。“我的身份
首先还是一名医生，医疗工作者的初心就是让
广大患者得到治疗。既然决定要做医生，那就
要做好，我不会半途而废。”许君豪也直言，
他希望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如

《青春纪念册》 里唱的那样，勇敢面对未来，
“风浪再大，我也能勇往直前”。

“偶像牙医”许君豪：

从歌星到创业者的飞扬青春
本报记者 金 晨

许君豪在摇滚音乐节上表演。资料图片

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二十届澳门城市艺穗节近日圆满
落幕，为期12天的艺穗节出票率高达九成九，共为市民带来18项精彩
节目、385场演出及16项周边活动，均获得市民的热烈反响。图为澳门
市民在活动现场做手工。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供图

以“金牛献瑞迎新春”为主题
的春节彩灯近日在澳门街头全面
点亮，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前来
感受年味。图为澳门议事亭前地
的彩灯。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据新华社台北2月 1日电 （记
者吴济海、傅双琪） 台湾史研究会
理事长戚嘉林所著 《谢南光》 新书
发表会日前在台北举行。戚嘉林表
示，希望借此书让更多台湾民众了
解谢南光事迹，共同弘扬谢南光爱
国爱乡精神。

谢南光 （1902 年-1969 年） 出
生于台湾彰化，是爱国爱乡的革命
者、德高望重的台胞代表人物。日
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青年谢南光
积极参加反日活动，是1920年代台
湾非武装抗日“十年社会运动”的
风云人物，参与了当时“台湾民众
党”的创建。1930年代初，谢南光
奔赴大陆，投身全民族抗战。1950
年代初，他自日本返回大陆，曾任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戚嘉林认为，当前两岸关系如
此严峻，与台湾社会不乏“仇中”
意识有关。弘扬谢南光精神有四点
时代意义，包括打破台湾社会错误

的“仇中”历史印象、清除台湾七
十年“反共”教化余毒影响、打破“本
省人”与“台独”连结的迷思、厘清“台
湾民众党”的原生意识形态。

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在新书发
表会致辞时表示，希望台湾年轻人
能阅读这本书，借此了解台湾在日
据时代与大陆的关系。当年台湾人
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尽心尽力救中
国。他说，希望能借谢南光的精
神，与读者共勉。

统一联盟党主席纪欣表示，谢
南光一生的丰富经历足以证明他是
一位有坚定信仰且始终如一的爱国
志士。台湾光复已75年，我们所处
环境依然复杂险峻，如何做出对得
起自己及国家、民族的选择，正考
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通过这
本新书看到谢南光的祖国情怀，感
触特别深。我们要激发爱国情怀，
希望两岸中国人携手合作，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华社澳门2月 1日电 （记者
李寒芳） 澳门特区政府司法警察局

（以下简称司警局） 2 月 1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2020年，澳门严重犯罪
依然维持低案发，社会治安继续保
持稳定向好局面。

据介绍，2020年，司警局开立各
类刑事案件合共 9291 宗，其中刑事
专案调查及检举 3978 宗，同比减少
2374 宗，减幅约 37.4%。完成的各类
调查卷宗共 11427 宗，同比减少约
25.5%。年内将 1719人移送检察院处
理，同比减少 59%。2020 年全年该局
开立与博彩相关犯罪的项目调查及
检举共413宗，同比下降80.9%；黑社
会案件于 2020 年继续保持零案发。
此外，2020年，严重犯罪依然维持低
案发，年内发生两宗杀人案、两宗严
重伤人案、一宗绑架案。

司警局还披露，由于网络消
费、社交等活动随之大增，不法分
子亦在网上物色目标，致使去年涉
及电脑或互联网的案件急增，2020
年共有 1247 宗信息罪案项目调查，
同比增加 85%，升幅是近年之最。
对此，该局已全面加强相关执法工
作，同时不断提醒公众加紧防范该
类犯罪。

司警局表示，特区政府去年修
改了司警局的职权和组织法，维护
国家安全明确列为该局法定职责，
并设立专责国家安全执法工作的保
安厅，使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
更加健全。该局将在澳门特区维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上级的领导下，
切实防范外部势力渗透干预，打击
一切企图利用澳门进行危害国家安
全的活动。

台学者新书弘扬台胞爱国精神

澳门：严重犯罪低发 社会稳定向好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傅双琪、
吴济海） 为应对日益升温的新冠肺炎
疫情，台湾地区交通管理部门近日宣
布，从 2 月 1 日起在铁路、公路、船
舶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禁止饮食。

交通管理部门表示，除了国际和
两岸航班之外，民航客机上也将禁止
饮食。此外，从2月8日到16日春节
期间，台湾各航空站、台铁、高铁、
客运、海运、公路服务区和旅游区都

将加倍提高消毒频率。铁路车站大厅
也将暂停举办活动，避免人群聚集。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
通报，台湾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分别从菲律宾和南非输入。

据指挥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台湾
地区累计 151837 例新冠肺炎相关通
报 （含 148478 例排除），其中 899 例
确诊。确诊个案中 7 人死亡、813 人
解除隔离、79人住院隔离中。

台湾防疫升级 公共交通禁止饮食

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
再出发大联盟”等机构共同举
办的“开辟港深合作新天地
——创新科技”研讨会近日在
香港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梁
振英表示，深圳与香港的地理
距离接近，城市规模大，社会
结构与产业内容很不一样，因
此两地合作是天造地设的关
系。港深两地共同合作、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是重要的课
题，值得业界探讨。

香港粉岭流水响水塘被称为“森林中的天空之镜”，近来水塘岸边的
落羽松渐渐变红，吸引不少香港市民前来游玩。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