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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未来几周的教学活动中尽心尽力，
同时期待在此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国家发展，开阔
视野，并且认识更多的内地朋友。”香港教育大学
学生代表陈晓晴近日在“青云启梦”香港大学生
跨境支教计划的出征仪式上这样表示。她将与
19名同学一起，启程前往湖南省韶山市支教。

许多香港大学生趁着暑期赴内地参与实
习、游学、支教等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是香
港与内地高等教育热络合作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香港和内地的高等教
育合作在学生交流、人才培育、科研合作、合
作办学等领域结出可喜成果。

学生交流更加频繁

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启动2023年度“企业内
地与海外暑期实习计划”，携手 24 家大型企业
为香港大学生提供赴内地或海外实习的机会。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
示，计划得到众多青年支持，逾1400名学生申
请有关职位。

“百万青年看祖国·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
计划2023”也于近日在香港举行出发授旗礼。在
此计划下，逾千名香港学生前往内地多个城市的
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开启为期6—8周的实习。

其他规模较小的实习活动更是不胜枚举。
比如近日启动的“2023 湾区启航金融才俊计
划”深港青年金融机构实习计划，让约40名香

港大学生走进20家深圳金融机构。“普陀·优才
GCE”实习计划则让30多名香港大学生进入上
海多家知名企业实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赴内地交流对香港
青年大有裨益。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认为，香港学生在深圳金融机构实习，不但
可以深入了解大湾区内城市的特色和就业市
场、职场文化和发展机遇，而且可以拓阔视
野，为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积累宝贵经验和建
立人脉网络。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青年
多到内地走一走、看一看，除了可探索个人发
展机遇外，更可亲身感受祖国一日千里的经济
发展和深厚的文化实力。

合作紧密形式多元

香港与内地高校之间的合作日趋紧密深入
而多元化。日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香港教
育大学研究生院签署学术合作协议书，全面深
化双方在学术交流和专业培训等多方面的协
作。“此次合作是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
这一优势的具体实践，将有效提升两校科研协
同水平，提升世界影响力。”北京大学副校长兼
教务长王博说。

去年 6 月，香港浸会大学与浙江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内地18所大学同时在
线签订合作协议。浸会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浸大与这些内地一流大学紧密合作，定能把内
地与香港高等院校的跨学科深度协作提升至更
高层次。

高校联盟是近年来港澳和内地高等教育合
作的新产物之一。目前，港澳和内地的高校间
已成立 4 个联盟，分别是粤港澳高校联盟、京
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以及苏港澳高校合
作联盟，汇聚超过80所精英院校，通过完备的
合作机制，深化成员院校在科技创新、人才交
流等领域的合作。

高校联盟框架下，高校间除了常态化举办
各种论坛、年会等交流活动，还可以更好地共
享资源、深化合作，学生之间也可以通过互
访、共同合作项目或新生训练营等形式进行更
加广泛的交流。

优势互补前景广阔

香港和内地高校之间的科研合作动能充
沛。李家超日前访问西部 （重庆） 科学城时表
示，香港特区政府鼓励渝港两地大学和科研机
构在基础研究、实验室和相关科研设施建设、
科技资源和成果分享等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

在国家支持下，内地和港澳高校近年来持
续共建共享创新平台，协同开展科技创新研
究。目前，港澳高校参与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共
计达数十个，助推港澳科技力量进一步融入国
家创新体系和发展大局。

香港和内地高校合作办学硕果累累，已让
数以万计的学生受惠。早在2005年，香港浸会
大学就与北京师范大学在珠海合办北京师范大
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2014年，香
港中文大学与深圳大学合办香港中文大学 （深
圳）。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于 2022 年 9 月开
校。此外，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园的第一期建
设工程预期于今年内落成，香港大学也正在筹
建深圳校园。

香港和内地在高等教育领域各有所长，合
作前景十分广阔。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
若莲近日表示，未来特区政府教育局将继续积
极参与及推动香港与内地高等教育协作，通过
建立多边及跨学科的合作关系，发挥香港高等
教育特长及国际化优势，为科研发展、知识转
移及产业化创造有利条件，实现优势互补。

香港与内地高教合作多点开花结硕果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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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颜之宏） 第十五届
海峡论坛于 6月 16日起在福建举办，主会场设
在厦门。在位于厦门市集美区的聚融壹家台湾
青年双创基地内，几位台湾青年正在热烈地讨
论着自己的创业项目，他们准备借此次海峡论
坛的东风获取更多创业资源。

厦门是闽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也是不少台
胞的祖籍地，是近年来台青登陆的重要一站。

“我祖籍就在厦门边上，小时候就经常听老一辈
人讲老家的故事。”来自台中的吕俊岳去年刚刚
结束在厦门大学的学业，目前正在厦门筹划自
己的创业项目。

“在读大二的时候，我帮助朋友的咖啡店成
功转型为了‘猫咖’。”早在 6 年前，依靠吕俊
岳的“金点子”，厦门最早一批“猫咪咖啡馆”
在厦门大学附近的街区实现“华丽转变”。

此后，吕俊岳还尝试着在沙坡尾卖耳钉、
在中山路开饰品店，虽然利润不高，但也算掘
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厦门是吕俊岳的“福地”，他将这里作为
“二次创业”的开端。2022年，集美区发布《台
青聚融友好工程实施细则》，细化对台青的创业
支持措施，吕俊岳也因此申请到了每月2000元
的租房补贴。他告诉记者，自己曾立志要做一
名体育老师，因此将自己的创业目标放在了

“与体育教学相关”的领域。
在大陆完成多轮创业的新北青年张培轩，

经过多个城市的中转后，把厦门作为当前人生
阶段的“始发站”。“我现在自己的创业项目就
是帮助更多台青来厦门创业。”张培轩说。

从台湾岛内毕业后，张培轩就选择来大陆
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多年在大陆的奋斗经历

让他的商业嗅觉非常敏锐，因此也希望能带动
更多台青来大陆发展。

2021年，厦门市发布 《关于进一步鼓励和
支持台湾青年来厦实习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
明确对台青在厦创业给予办公场所租金补贴、
创业启动扶持资金。这些举措给“张培轩们”
在厦创业带来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厦门小到社区街道，大到医院学校，都活
跃着台青的身影，这让台青产生一种天然的亲
近感。”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执行长左星
星告诉记者。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厦门惠台政策频
出，台青也将厦门视作“登陆第一家园”。
2022 年，仅聚融壹家一家平台，就帮助了 20
家台青初创企业申请获得超过 100 万元的政府
扶持资金。

厦门打造台青创新创业之城

第37届香港国际
旅游展 6 月 15 日在香
港会展中心开幕。本
届旅游展为期 4 天，
以“迈向全面复苏”
为主题，通过主题展
览、旅游讲座、民俗
表演等多种形式，为
服务供应商、代理和
旅客等提供交流的平
台，推动旅游业全面
复苏，共吸引约50个
国家和地区超过 400
家参展商参加。

上图：参观者在澳门展区留影。
右图：介绍熊猫及四川旅游景点的展区。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据新华社北京/香港电（记者申
铖、郑欣） 记者 6 月 14 日了解到，
财政部当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
专业投资者招标发行 120 亿元人民
币国债。这是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
行的首期人民币国债。

投资者认购踊跃。其中，2 年
期60亿元，认购倍数3.62倍，发行
利率2.20%；3年期40亿元，认购倍
数 4.52 倍，发行利率 2.30%；10 年
期20亿元，认购倍数5.11倍，发行
利率2.71%。

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
在香港总共发行 300 亿元人民币国
债。人民币国债分四期发行，规模

分别为 120 亿元、60 亿元、60 亿
元、60亿元。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此前表示，特区政府非常欢迎国
家财政部连续第15年在香港发行人
民币国债，这充分展示中央人民政
府持续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
位，有助促进香港债券市场发展，
以及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汇聚香港。

据了解，中央政府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
债。计入 14 日发行的 120 亿元，财
政部已累计在香港发行2730亿元人
民币国债。

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120亿元人民币国债

本报香港6月15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港铁公
司） 15日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将于7月1日起增设连接四川省的长
途线，3 个新站点包括成都东、乐
山和宜宾西，每日提供南、北行各
一班列车服务，乘客可于本月17日
起购买相关列车班次的车票。

港铁表示，新增的成都东线是
高铁香港段继重庆、湖南、贵阳后
连接国家西南部的新线路，新站点
成都东、乐山及宜宾西都是香港市
民旅游及经商的热点。高铁将为乘
客出游公干提供新的选择，同时有

助进一步便利川港两地人员往来。
另外，往来香港西九龙站与广

州东站、深圳北站和福田站的列车
服务也将于7月1日起加强，每日往
返广州东站列车班次增至19班、深
圳北站增至 51 班、福田站增至 38
班。届时高铁网络将遍及全国69个
站点，列车服务增至182班。

港铁公司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
美珍表示，随着香港与内地进一步
融合，跨境出行、特别是短途出行
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港铁会
继续积极与内地铁路单位探讨提升
高铁服务。

新华社香港6月15日电（记者
韦骅、李柏涛） 在杭州亚运会迎来
开幕倒计时 100 天之际，中国香港
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 （以下
简称“港协暨奥委会”） 15日公布
中国香港代表团吉祥物“坚仔”，邀
请全港市民一起为运动员加油打气。

港协暨奥委会去年与香港知专
设计学院合作，邀请该院学生以“支
持中国香港运动员出战杭州亚运”为
主题，为代表团征集吉祥物设计。在
60多份设计中，一个狮子造型、名为

“坚仔”的作品最终脱颖而出。
杭州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团

长霍启刚说，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
代表团将派出其参加亚运会以来最
大规模的队伍参赛，他表示这次活
动征集的作品非常优秀，将体育运
动与文化艺术完美结合，迸发出新
的火花。

杭州亚运会将于 9月 23日至 10
月 8 日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预计
将派出 860 多名运动员参赛，整个
团队超过1200人。

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吉祥物“坚仔”发布

新华社台北6月15日电（记者
陈君、尚昊） 2023学年度台湾高校
申请入学结果 14 日公布，招生缺额
逾 1.6 万个，创 5 年来新高，台湾大
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新竹清华大
学等知名高校都出现逾百个缺额。

台湾“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发
布的结果显示，今年高校申请入学共
有约 5.38 万个名额，7.61 万多人报
名，最终逾 3.89 万人获得分发，报名
分发率为51.18％。按招生名额使用
率来看，有11所高校招生不满五成。

今年台湾高校申请入学分发后
的招生缺额为 16121 个，比去年增
加 5827 个，为近 5 年来缺额最多。
台湾“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分析
认为，今年缺额增加可能与报名人
数减少5200多人有关。

除了少子化因素，专家认为，
今年缺额创新高，与去年参与分科
测验的考生“低分高就”录取比预
期好的校系有关，导致今年许多考
生投入分科测验参与分发入学，不
走申请入学管道。

台湾高校申请入学招生缺额创 5 年新高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 7 月起直达四川省

6月 15日，第十二届共同家园论坛在福建平潭开幕。本届论坛以“好
的生活·好的未来”为主题，邀请台湾有关行业代表、台青台商和大陆各界
代表出席论坛活动。两岸嘉宾将围绕两岸产业合作、基层治理等领域展开
深入交流研讨。

图为两岸参会嘉宾出席论坛活动。 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摄

6月 15日，香港工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研发中心举办开放日活动，展
示各项崭新技术和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大部分已应用于半导体、资讯及通
讯科技产业、物流业、建筑业、汽车配件等领域。图为开发应用于装配机
器人的交互式控制系统。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