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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空 梦 香 江 情
——国家航天科学家团队走进香港校园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陈 颖 喻思南

院士深入浅出

“时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由香港中联办、
香港特区政府、中国科协、紫荆文化集团联合中国
国家博物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主办。首场讲座在
香港理工大学举行。

作为香港第一家拥有航天任务实战经验的高
校。理大在向各界代表发出的讲座邀请函中深情地
写道：“随着‘神舟’升空、‘北斗’组网、‘嫦
娥’奔月、‘天问’赴火，中华民族遨游浩瀚太空
的飞天之志，也以一种古今呼应的浪漫形式逐步照
进了现实。”

23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
设计师戚发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征系列火箭总
设计师龙乐豪等6位科学家到访香港理工大学，戚
发轫作了题为《中国航天与航天精神》的讲座。

戚院士深入浅出，引导听者尤其青年学生仰望
星空、脚踏实地。他从天是什么、天在哪儿、我们
为什么要上天说起，讲到中国航天人在党的领导下
攻坚克难，实现质的飞跃的不平凡历程，也展望了
航天科技的未来前景。他还表示，真诚希望有更多

香港青年投身到国家航天事业中来。
在谈到“两弹一星”精神时，戚院士动情地

说：“我们那一代人有过中国落后挨打受欺压的惨
痛经历，都爱国，甘愿为国家强大做奉献。一个人
只有有了爱，才能把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人最
高尚、最伟大的爱，就是爱这个国家。”

现场互动环节，香港学子提问：“您从事航天
工作60多年，最让您感慨的时刻是哪一次？”戚院
士说：“一路走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我年
轻时第一个研制的导弹——东风 2 号。当时年轻，
没有经验，做了一些尚不完整的工作，所以失败
了。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充分进行实验，匆
匆忙忙上天，把问题留在天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这个教训。后来在研发东方红一号时，我们吸取
经验，把能想到的实验都做了。”“到今天，我们中
国航天在世界上是成功率最高的。”台下响起热烈
的掌声。

学子反响热烈

散场时，来自多所香港学校的学生表示，讲座让
我们深受启发，激励我们追逐梦想。汉华中学黄同学
对记者说：“太震撼了！刚开始看祖国航天成就的短
片时，我就已经‘眼湿湿’了。讲座特别有料！”

与三名朋友相邀前来的史子弘是一名硕士生。
她说：“戚院士面对挫折不退缩，吸取教训，反反
复复做实验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我要向他们看齐，
做好课题研究。”

即将进入香港理大攻读博士的周思琦对记者
说：“今天长了不少知识，而且戚院士教导我们，
每个人只要把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爱国。我会把
鼓励化作动力，更加努力学习。”

没有机会到场倾听的香港学子，以不同方式关
注着讲座。香港科技界也热议着，他们说，“一国
两制”下香港获益良多，在航天舞台上，将能继续
大显身手。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健泉最近正忙着开设暑期
航天兴趣班。他向媒体表示，自从国家航天事业不
断取得突破，“我们的会员多了不少”。

记者遇到香港立法会前秘书长吴文华，她如今
是香港航天领袖总会的顾问。她介绍道，这个新创
立的总会，是面向青少年培训的公益机构，组织有
飞行员资格的朋友义务培训青少年，让经济条件不
那么充分的香港青少年，也能追逐航天梦想。

合作写下佳话

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整场报告中，88岁高龄的戚
发轫院士不看讲稿，没有休息，一直饱含深情地讲述
着。他曾多次来香港，这是第二次来理大。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他说：“到香港交流，我深刻感受到，国家航
天科技的每一次成功，香港市民都满怀欢欣鼓舞，他
们对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动。”

现场，两地科研人员“相见欢“。他们团结合作，有太
多的共同语言，而科研路上同甘共苦，也已写下佳话。

“中国航天与香港有着深厚的缘分，香港特别行
政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和紫荆区旗，正是中国航
天用返回式卫星搭载后赠送给香港特区政府的。”访
港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副院长赵小津介绍道。

香港理工大学自 2010 年起便积极投入国家航
天项目。该校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带领团队研
发的“相机指向机构系统”，是2013年的嫦娥三号
和2019年的嫦娥四号科研任务的组成部分。

“嫦娥五号探月、天问一号‘探火’，我们都很
荣幸参与了。”容启亮说，团队研发的装置，帮助
嫦娥五号成功完成了月表采样返回任务，为天问一
号任务研制的“落火状态监视相机”，为探测器着
陆火星提供了支持。

赵小津向记者讲述故事。容启亮团队的研制难度
非常大，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要完成研制交付，各个
环节不能出纰漏。香港团队曾凌晨5时抵达零下十几
摄氏度的兰州、长春，来不及休息就立即进入实验室
跟进试验进度。试验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三
个小时。还有吴波教授团队，协助五院开展了嫦娥三
号、嫦娥四号和天问一号着陆区地形地貌分析……

这次赴港交流的团队中，还有来自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的王婧雨、李龙等5名优秀青年代表，他们均与
香港高校开展过合作，或有赴港学习的经历。

据香港理工大学介绍，该校越来越多科研人员
参与到国家航天事业中，前不久该校成立了“深空
探测研究中心”，汇集多领域专家加强研发。

23日下午，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在香港
大学作了题为《九天揽月》的讲座，介绍中国探月工
程，引起热烈反响。接下来，多场讲座有序开展。由嫦
娥五号探测器采样取回的部分月球土壤已随科学家
团队赴港，将于 26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与公众见面。
香港“航天热”，正在延续。

（本报香港6月23日电）

“宇宙级天团来了！”“月球土壤
要在香港公开展览！”

神舟十二号发射成功，再次唤起
香港同胞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关注和热
情。6 月 22 日下午，负责“长征”“神
舟”“北斗”“天问”“嫦娥”等国家重大
航天项目的科学家团队抵港。23 日，

“航天科学家团队进校园”暨当代杰出
华人科学家公开讲座在港开讲。接下
来，科学家们将赴香港高校和中学作
多场讲座，并参加“时代精神耀香江”
之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暨月壤入港
揭幕仪式。

这么多顶尖科学家亲来香江，分
享星辰大海的科学梦想和奋斗历程，
在香港掀起一股“航天热”。

美国 250万剂新冠疫苗近日抵台，民进党当局
借此大肆宣扬“台美情谊”，对美国感恩戴德。美
国在台协会日前声称，美国送台湾疫苗不求回报，
目的在于协助终结疫情。然而，岛内网友骂声一
片：“莱猪”（含“瘦肉精”的美猪） 吃了，破铜烂
铁 （二手武器） 也买了，请问还要什么回报？！

台湾近来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署总价近 500亿元
（新台币） 的军购案合约，美国随即宣布将原定捐
赠台湾的75万剂疫苗追加为250万剂。台湾舆论痛
批：美国捐赠疫苗杯水车薪且为时已晚，民进党当
局却奉为“及时雨”，足见其奴颜媚骨。

更为讽刺的是，美国总统拜登爱犬过世，台
湾地区领导人竟在拜登的推文中留言哀悼。台湾
民众实在看不下去，纷纷质问：“台湾因疫情去
世的 500 多人，在你看来难道还比不上一只狗的
分量”“你会为因你的失职而死去的台湾人感到难
过吗”……

台湾疫情持续蔓延，严重危及广大台湾同胞生
命健康安全。截至6月23日，台湾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 14260 例，死亡 599 例，染疫死亡率超过
4%，远高于全球平均值。若要有效遏制疫情，达到
群体免疫，台湾至少需要3000万剂疫苗。民进党当
局口口声声让民众“请安心”，实际上却在利用疫

苗操弄政治，无端戕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
在台湾这波疫情暴发之初，大陆就已伸出援

手，多次表示愿尽最大努力协助广大台湾同胞战胜
疫情，向其提供安全高效的疫苗。台湾超八成民众
也愿意接种大陆疫苗，期盼尽快进口大陆疫苗。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31日，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
湾民众已达6.2万人。

台湾民众对大陆疫苗的信赖，源自其安全性和
保护力得到过反复验证。大陆两款疫苗都已获世卫
组织认证，在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
使用，向全球供应超 3.5 亿剂。截至 6 月 19 日，大
陆已接种新冠疫苗超10亿剂次。

民进党当局却偏要对大陆疫苗和上海复星代理
的德国 BNT 疫苗严防死守，并对台湾一些县市和
民间机构、企业洽购疫苗百般设置障碍。非但如
此，他们还造谣污蔑大陆“阻挠”台湾购买疫苗，
动用网军恶毒攻击大陆，对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
进行话语霸凌，将疫苗赋予政治颜色，不断进行政
治炒作。

民进党当局舍近求远，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众
生命之上，拒绝近在眼前的大陆疫苗，不断为台湾
民众画饼充饥，导致一再延误防疫时机，充分暴露
其冷血自私的本性。更有台媒披露，民进党当局对

进口疫苗重重设限，意在为自产疫苗保驾护航。
为高价订购未经三期临床试验、未获国际认

证、效力备受质疑的自产疫苗，民进党当局强行叫
停岛内县市和民间团体、人士的其它疫苗采购计
划。他们多次夸下海口，扬言7月底将开始第一波
供应，近日却突然改换口风，称“7月开打只是希
望”，实际时间尚未可知。

因台湾地区领导人多次替自产疫苗打包票，相
应股价因此飙涨，有台媒揭露其间“推高股价、官
商勾结”的龌龊内幕。民进党当局张口闭口“防疫
自主”，却全不是为了民众生命健康，而是要中饱
私囊。防疫大事生死攸关，当局惦记的竟是政治和
金钱，简直是谋财害命！

由于民进党当局此前百般阻拦，台湾获取疫苗
的时间一再拖延。在此急难关头，奉劝民进党当局
切勿再将民众生命健康当作政治操弄的筹码，打消

“倚美谋独”的卑劣念头，否则将彻底沦为出卖民
族利益、背离人道主义的历史罪人。

台湾疫情火烧眉毛，民进党却还在挡大陆疫苗
张 盼

台湾疫情火烧眉毛，民进党却还在挡大陆疫苗
张 盼

6月23日，江苏
省太仓市浏河镇长
江边江滩湿地公园
树木葱茏，生机盎
然。近年来，浏河
镇扎实开展长江大
保护行动，累计完
成总面积约 80 万平
方米的沿江生态防
护工程。图为江滩
湿地公园。

计海新摄
（人民视觉）

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福建省寿宁县禁毒办深入校园，通过
发放禁毒宣传单、多媒体资料查阅、图文展示等方式为青少年讲
解识毒防毒知识，助力打造无毒平安校园。图为警察为学生们讲
解识毒防毒的相关内容。 吴通华摄 （人民视觉）

本报澳门6月23日电（记者毛磊）“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主题图片展”23 日在澳门开
幕。展览通过近300幅生动图片，全景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出席开幕式致辞表示，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一国两制”下繁荣稳
定的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居民必须认识到，支持和维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根基。这次图片展通
过生动、形象的形式，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让
广大澳门居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筑牢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
产党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归属感以及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傅自应在致
辞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导者、践行者
和维护者。在澳门社会，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捍卫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觉与“港独”“台独”等任何分裂势力划清界
限并进行坚决斗争；要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增进民
生福祉，维护社会繁荣稳定；要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落实“爱国
者治澳”根本原则，进一步夯实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显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澳门部队司令员徐良才，澳门特区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特区
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国务院新闻办有关代表，
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图片展。

本次展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
中联办主办，澳门基金会、南光 （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自 6 月
23日开放至7月15日。

澳门举办“中国共产党的
100年”大型主题图片展

香港贸发局：

香 港 出 口 指 数 连 升 五 季 度
新华社香港6月23日电 香港贸易发展局23日公布，香港第

二季度出口指数环比上升至 48.7，已连续上升五个季度，并预料
今年全年出口增长15%。

香港贸发局调查显示，本季度指数环比大幅升 9.7 点至 48.7，
几乎所有行业和出口市场都录得正增长，反映出口商情绪持续改
善。其中机械业升13点至55.9、电子升9.8点至48.8，升幅高于整
体水平。出口市场方面，中国内地已重返扩张领域，受访港商对
日本、欧盟、东盟和美国的前景比之前乐观。

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表示，随着环球贸易复苏和生产
活动重启，香港出口录得显著增长，首季度出口总额同比升33.2%
至11078亿港元。目前世界经济逐步重拾升轨，预料香港将继续受
惠。在考虑多项因素后，贸发局决定将今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5%
上调至 15%。在低基数效应下，这是香港自 2010年从金融风暴复
苏以来最强劲的出口反弹。

香港贸发局每季度均向500名来自香港六大行业包括机械、电
子、珠宝、钟表、玩具和服装的出口商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对近期出
口前景的看法，指数高低代表看好或看淡市况，以50为盛衰分界线。

香港浸会大学获批运营香港首家中医医院
据新华社香港6月23日电（记者张雅诗） 记者23日获悉，香

港浸会大学 （简称“浸大”） 获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批准
的位于新界将军澳的中医医院运营服务契约。这将是香港首家中
医医院。

食物及卫生局表示，浸大作为中医医院的承办机构必须成立
担保有限公司，以管理、运营和保养中医医院。

浸大校长卫炳江教授表示，香港设立首间中医医院将能够回
应市民长期以来对优质中医医疗服务的殷切需求，并将提升香港
在推动全球中医药制度化、标准化等方面的角色，为中医药产业
的发展带来庞大发展机遇。

浸大表示，该校将尽快按照服务契约配合特区政府推动中
医、中药发展的政策，积极筹划和推展与中医医院运营相关的预
备工作，以确保中医医院在落成启用后能够畅顺运作，并为市民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两岸高校联盟台籍顾问团在厦门成立
本报厦门电 （文捷） 近日，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举办的

“协同创新 集智共荣”两岸人才融合发展计划启动仪式现场，台
籍教师连水养作为台籍专家顾问团成员与厦门公司签约，双方将
在半导体工艺设备技术研发方面进行合作。

此前，集美区委组织部组织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
学院、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院、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中科院
厦门稀土研究所等14所院校成立集美区高校产业技术联盟，探索
高校合作新模式。此次，联盟立足集美对台优势，积极推动两岸
人才互通互融，成立两岸高校产业技术联盟台籍专家顾问团，旨
在进一步发挥台籍人才的作用，共同推动校企产学研深度融合与
人才交流合作。

作为福建省县域集成改革试点，厦门市集美区以“在推动两
岸融合上作出示范”“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为目标，加
快机制创新。集美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集美区通过搭建
两岸人才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拓展两岸人才合作领域，力争让集
美成为台资台企发展壮大的集聚地、两岸人才就业创业的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