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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市政署近日举办“荷香乐满城——第二十一届澳门荷花节”，吸引大量市民、游
客前往氹仔龙环葡韵，参观面积达6.9万平方米的荷塘湿地，近距离欣赏荷花之美，享受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美好景致。
此外，澳门市政署还在各主要街道、绿化带、名胜及旅游景点如议事亭前地、纪念

孙中山巿政公园、新马路、大三巴、卢廉若公园等地，摆放盆荷逾5000盆，让市民及游
客感受澳门荷香处处。同时举办的还有荷文化图文展、荷花节摄影比赛及得奖作品展、
荷花主题工作坊等系列主题活动。

▲ 每年夏季，澳门满城尽是荷花香。
▼ 澳门氹仔龙环葡韵的荷塘湿地。 （澳门特区新闻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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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两地民俗曲艺文化同根同
源，南音、锦歌、木偶戏、竹马戏以
及闽南语歌曲等，在闽台两地具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承载着两岸共同的乡
音乡情。”在近日于福建漳州举办的
第九届“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
上，全国台联副会长许沛表示，闽台
同名村昭示着两岸同胞的血脉传承，
这种同根、同源、同宗的亲情、乡
情，是中华民族无法割断的永续香
火，是两岸同胞共同致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血缘基础。

所谓“同名村”，即台湾村落
（地名） 冠与大陆祖地同名，保留族
谱，沿用相同堂号、传世辈字序列，
用以铭记祖籍地。“福建与台湾一水
之隔，是广大台湾同胞最主要的祖籍
地。”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
介绍，台湾的先民“唐山过台湾”、
跨越黑水沟，不畏艰险到台湾打拼讨
生活，不仅将自己家乡的族谱、堂
号、村名带到台湾，同时也将风俗、
乡音、乡曲带到台湾。闽台两地很多
民众讲的“河洛话”、客家话等方言
相通，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等
民间信仰相同，南音、梨园戏、高甲
戏、歌仔戏等民间艺术一脉相承。

自2013年开始，福建省台联每年
举办“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
活动主题常做长新，从“寻根”“续
缘”“共建”到近年来的“食同味”

“婚同俗”“居同厝”，台胞认同程度
较高，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宗亲祖带
孙、父携子一同参与进来，解乡愁、
叙乡情，回到原乡寻根谒祖，“同名
村”成了“同心村”。

“亲戚越走越亲，情谊越聚越
浓。”李文慎表示，希望通过两岸联
谊活动，推动两岸同胞一起秀乡音、
听乡曲、叙乡情，将宗亲纽带薪火相
传，将同胞情谊心心相连，共同传承
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次前来参加联谊活动的台商
江和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两岸交
流非常重要，应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
能参加两岸民间交流活动，让他们知
道根在哪里。

台湾闽台同宗同名村交流中心主
任陆炳文在视频连线时表示，闽台同
名同宗村承载着两岸的浓浓亲情，两
岸同胞应共同扛起历史责任，协力推
动两岸关系发展。

联谊活动当日还举办了“两岸好
声音·共筑复兴梦”文艺晚会，来自
海峡两岸的同名村代表、在闽台胞、

专家学者等近百人参加。“漳州是台
胞主要祖籍地、台湾文化重要发祥
地，台湾现有2300万人口中，祖籍漳
州的就占到 40%，至少有 113 个姓
1000 万台胞的根在漳州。”漳州市副
市长兰万安表示，晚会以“曲同调”
为主题，通过短视频、云互动等多种
形式，回顾两岸同名村的历史渊源，
记录出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文化习
俗，追溯了两岸民俗文化的发展脉
络，展现了两岸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
资源，加深了两岸基层民众间的交流
力度。

主办方还组织与会嘉宾到厦门院
前社等两岸同名同宗村开展交流，推
动两岸宗亲联谊互动；组织参访青礁
慈济东宫、青礁村芦塘书院、开台文
化园、闽南水乡等闽台交流点，促进
两岸同胞文化交流。

秀乡音 听乡曲 叙乡情
——两岸“同名村·心连心”活动在漳州举办

张金川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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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启蒙，自制相机激发创意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
“天问一号”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

成功着陆。
这其中有香港科学家的贡献。对香港理工大

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 （精密工程） 讲座教授容
启亮和他的团队来说，“天问一号”的成功着陆
意义尤其特殊：搭载于火星探测系统上的仪器
“落火状态监视相机”（又称“火星相机”） 正

是由他的团队牵头研发，用以监视火星车着陆
后的初始化状态及周边环境。

“火星相机相当于探测器的‘眼睛’，很
高兴我们不负期望。”得知“天问一号”顺
利着陆火星，容启亮难掩自豪与激动。从自
制相机、到勇闯宇宙，他与摄影的不解缘
分，早在年少时就埋下了种子……

上世纪50年代，容启亮出生于一个普
通的香港家庭。在玩具短缺的童年，容启
亮开动脑筋、大胆尝试，自制出各类游
戏，常常与小伙伴玩得不亦乐乎。

踏入中学，思维活跃的容启亮成为
老师眼中的调皮学生。不多久，兴趣广
泛的他就创立了摄影学会，并成为第
一届会长。然而，“玩相机”在当年实
属一件奢侈的事，普通中学生根本难
以负担。

没有相机怎么办？容启亮就去
捡别人不要的破旧镜头和零件，回
家自行组装。“造一个箱子，找一
块玻璃，再安一盏灯，这就成了一
台相机。”在黑白照片的年代，睡
房床底便是他用来冲晒照片的临
时“暗房”。

“只要是感兴趣的事，无论
多困难，我都会坚持下去。”回
顾往昔，容启亮感慨，成长过
程中的资源匮乏，正是激发自
己创意的“启蒙老师”；不轻
言放弃的性格，更造就了他
今日苦心钻研的科学精神。

2013 年，容启亮率领其

团队研发的“相机指向系统”随嫦娥三号在月球正
面软着陆，这是国家探月工程首次采用香港研发和
制造的精密航天仪器；2019 年，这款相机指向机构
再次随嫦娥四号升空，见证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
面软着陆。

全力以赴，攻克工程学“终极挑战”

“一项发明必须经过多重审批和试验才会被国家
选中，哪怕是很小的失误、哪怕只错一次，你就已经
输了。”2017年，容启亮获邀参与国家首个火星探索
任务，他一方面深感荣幸，另一方面则抱着“战战兢
兢”的心态，全力以赴。

虽已成功研制多款精密的航天仪器，但每次开启
新的航天项目，研发过程都要从头做起，火星相机亦
不例外。时间短、任务重，容启亮直言自己几乎每天
都在协调解决各类技术问题，“试验最紧张的时候，
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容启亮手持银白色的“火星相机”样机，向记者
示范它的操作方法和运作原理：“我们为这款相机量
身定制了一套全新的‘一体化热流防护设计、测试及
品质控制方案’，将民用零部件一步步提升至航天级
别，每个步骤都经过严格把关及筛选，这是同类设计
第一次应用在航天科技上。”

搭载于“天问一号”着陆器外层平台上的“火星
相机”，体重轻巧，约 390 克，但外壳坚固、稳定性
高，可在长时间的太空旅程中克服极端温差、宇宙尘
埃、辐射、机械振动等严峻考验，并在着陆下降过程
中承受相等于地球地心引力6200倍的冲击震荡。

“看这里，它有超广角测量视野和影像变形控
制功能，能持续监测火星环境和巡视器的操作状
态。”容启亮戴上手套，小心地打开相机前盖，逐
一介绍着。

浩瀚宇宙、星辰点点，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从未中
断。从神话到现实，“天问一号”旨在一次性实现对
火星“环绕”“着陆”及“巡视探测”三大任务，是
世界航天史上的首次尝试。

多年航天探索路，所取得的成果令容启亮十分
振奋。他说，高效太空工具的设计和制造可谓工程
学的“终极挑战”，说明科学家既要脚踏实地，更
要仰望星空。“感谢国家对香港科研充满信心并委
以重任！作为香港为数不多拥有航天任务实战经验
的团队之一，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挥所长，为国家其

他深空探索项目贡献力量。”
2020年底，由容启亮和他的科研团队最新研发的

“表取采样执行装置”，成功协助“嫦娥五号”从月球
捧起一抔土，为国家探月工程带回宝贵的月壤标本。
这套执行装置由超过400件工件组合而成，除近摄相
机外，容启亮亦牵头设计了采样器及封装装置等。

不断求进，点亮国家深空探索之路

与火星的成功邂逅，揭开了我国行星探索的序
幕。但登陆火星失败率极高，着实是一项艰巨任务。

“火星表面的地形复杂，大气层稀薄，且随时可
能出现沙尘暴，加上火星与地球通信有5至20分钟的
延迟，凡此种种均增加了登陆火星的难度。”在香港
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教授吴波看来，选
择一个安全又兼具科学价值的着陆点至关重要。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吴波应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邀请，率领团队进行火星全球的分析与评估，研
发创新的地形测量及地貌分析方法，协助选取火星着
陆点。

忆及“天问一号”在最佳着陆椭圆中心点附近安
全降落时的画面，吴波深情感慨：“这次火星任务注
定会载入史册，作为这项庞大工程中的一颗小小‘螺
丝钉’，我们不仅见证了历史，更参与了历史，这是
多么值得高兴和骄傲的事呀！”

逐梦太空，不断求进。在香港理工大学实验室外
的诸多展板上，展示着一系列太空科研的研究成果，
一个个复杂而精密的项目，记录着香港与内地科研工
作者们同心协力，推动中国探测器一步步远行，探索
深空的奥秘。

“期望未来能有更多香港科学家参与‘探月’‘探
火’等项目，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积极申
请。”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对无垠宇
宙充满热情和期待。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叶玉如表
示，我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离不
开一代代科学家的努力和坚持。她寄语香港科研工作
者勇挑重担，不负所托，更加积极和深入地参与国家
创新科技发展。

滕锦光介绍，香港理工大学已于近日成立“深
空探测研究中心”，未来将不遗余力培养更多香港青
年科研工作者，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勇敢追梦，成
为点亮国家航天事业道路上的熠熠星光。

香港科学家参与“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

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本报记者 陈 然

香港科学家参与“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

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本报记者 陈 然

日前，“时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及部分月壤在香港会展中心展出。展览人流如潮，一票难求。
能够一睹月壤真容，让来参展的香港市民十分激动；香港科学家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事迹，更让大家深感自豪。

“香港科技界有能力在国家太空探索及科研发展上担当重要角色。”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说，为国家航天
项目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既提升香港民众对国家发展成就的自豪感，更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容启亮在展示由其团
队研发的“火星相机”。“火星相机”搭载于

“天问一号”着陆器外层平台，体重仅 390 克，
但外壳坚固、稳定性高。 （资料图片）

▲ 香港理工大学吴波教授在展示遥感数据图。其团队从不
同渠道搜集大量火星地貌遥感数据并进行分析处理，协助“天
问一号”选取火星着陆点。 （资料图片）

▲ 香港市民在香港会展中心一睹月壤真容。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