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23年7月13日 星期四
责编：王 平 柴逸扉 邮箱：gtbhwb@people.cn

要闻·台港澳要闻·台港澳

“ 青 少 年 航 天 科 普 计 划 ， 我 们 毕 业 啦 ，
耶！”在全场师生的齐声欢呼中，香港第一届

“青少年航天科普计划”圆满结束。7月12日下
午，在香港生产力大楼举行的毕业礼上，103名
成功完成计划的中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见证下
获颁毕业证书。

2022 年 10 月，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
年，激发香港青少年了解国家航天成就、学习
航天知识的热情，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与香港
教育工作者联会联合举办、中国银行 （香港）
赞助的第一届“青少年航天科普计划”正式开
始，吸引了香港32所中学的130余名学生参加。

“这个计划总体来说是很有趣的。”刚拿到
毕业证书的拔萃女书院中三学生钟翠桐告诉记
者，她曾听同学分享过参加航天科普活动的见
闻，对航天知识有了很浓厚的兴趣，去年看到
项目招募讯息便参加了选拔。

在整个普及计划中，学员们要通过 AR/
VR 虚拟现实技术了解太空科学知识、学习
3D 打印及卫星模型制作、参加模拟飞行训练
等，部分经过考核的学员还得以到今年刚刚开
幕的中国首个超大型太空展览馆——珠海太空
中心游学，实地参观航空航天展品并与航天专
家交流。

“我在太空中心看到了长征火箭，这以前都
只能在课本上看到，感觉很兴奋。”钟翠桐说，
在珠海太空中心的游学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
还特地买了航天纪念邮票带给爸妈和同样喜欢
航天知识的弟弟。她告诉记者，经过几个月的
学习，她现在对建立月球基地充满兴趣，会继
续学习了解更多航天知识。

在毕业礼上，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
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对学员们表示，中
国宇航员在英文中有一个专属单词，这个单词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体现了世界对中国航
天科技的认可。去年底，国家开始在香港选
拔空间站载荷专家。黄锦辉期待，多年后，
他能够从电视上看到学员中有人成为了中国
宇航员。

受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2017年成立了旨在为大中小学及初创企业提供
创科教育并培养创科人才的软硬件平台——智
创空间。过去几个月，这里也成为“青少年航
天科普计划”的主要教学场所。香港生产力促
进局副主席于健安表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同时也为香港创科发展带来无限的发
展机遇，希望通过科普计划的培训活动和实地
考察，提升学员对科技的兴趣。他寄语第一届

毕业的学员发挥所长、学以致用，将来成为航
天科技领域的生力军。

“要推动科技创新，必须从科普教育做
起，倡导创科教育的模式，激活创新潜能，
才能培养未来创科复合型人才。”香港教育工
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说，国家提出加快建设
科技强国，航天科技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青少年航天科普计划”能够在香港种
下航天梦想的种子，激励学员们将对航天知
识的兴趣转化为努力学习的动力，为国家科
技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也期盼香港社会各
界对青少年创科教育给予更多关注、提供更
多机会。

（本报香港7月12日电）

“种下航天梦想的种子”
——香港第一届“青少年航天科普计划”举行毕业礼

本报记者 冯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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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来自澳门 10所教会中
学的 120 名高中生飞抵江苏南京，开
启为期5天的“澳苏中学生阳光成长”
2023年文化交流营（江苏）活动。

“这是活动主办方首次组织澳门
教会学校的中学生走进内地，让他们
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心去体

会内地的发展。”澳门江苏联谊会会
长岑展平11日对记者表示，活动历经
3 年多的筹备，得到澳门天主教会学
校多位校长的支持以及何泉记慈善会
等各方协办，虽被疫情打断，但也因此
有了更充足的时间，筹备得更完善。

澳门中学生们分成 10 个小组，

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起
队名、唱队歌，开展团建活动，彼此认
识熟悉。在开营仪式上，同学们先向
大家介绍各自小组的队名、队歌、口
号，“我们第一组的队名是一鸣惊人、
一马当先！”同学们阳光开朗的自我介
绍引来现场嘉宾的鼓掌点赞。

开营仪式后，同学们聆听了“讲
好中国故事——觉醒年代”主题讲
座。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朱
建勇、陈风亮结合音频视频，讲述中
国共产党创立与发展、带领中国人民
站起来的英勇奋斗故事，令同学们备
感震撼。

澳门苏浙沪同乡会会长贺定一、
澳门日报社社长陆波在主题讲座上分
享了他们作为老政协委员为国家发
展、澳门繁荣建言献策的心得，希望
年轻人通过交流营全面了解国家发
展，不辜负新时代的新使命。

“交流营第一天已经收获多多，主
题讲座帮助我们了解过去100多年里，
我们的前辈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
神，谱写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史上最壮
丽的史诗。”澳门海星中学的同学们说。

在“筑梦未来城”环节，绘图、

制作模型、讲解设计理念，同学们齐
心合作，展现了创意与畅想。“在动
手协作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
承担新时代的使命，以青春之我，建
未来之城。”澳门化地玛圣母女子学
校的同学们说。

作为嘉宾参与交流营的澳门江苏
联谊会成员孟舒告诉记者，第一次有
机会亲身接触澳门天主教学校中学生
群体，真切感受到他们充沛的活力和
饱满的热情，“他们自信、亲和、乐于表
达，没有伪装、躲闪、世故、模式化，这
正是澳门未来更美好的具体体现。”

“今年的活动从以往的大学生扩
展到中学生，数量也创历届之最。”
活动主办方澳门江苏联谊会副会长岑
定贤说，活动已成功举办5年，每年
至少举办两次两地学生交流互访，参
与学生已逾700人。

接下来的几天，同学们还将参观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中山陵、紫金山天文台、南京中国
科举博物馆等，开展“我们是一家人”

“银杏湖定向寻宝”等互动体验活动，
并在闭幕联欢会上分享成果心得。

（本报南京7月12日电）

澳门高中生走进南京学习交流——

“以青春之我，建未来之城”
本报记者 富子梅 文/图

图为同学们在“筑梦未来城”环节展示自己的设计成果。图为同学们在“筑梦未来城”环节展示自己的设计成果。

近年来，广东
省开平市发挥光
伏发电与农林牧
渔业发展协同优
势 ，依 托 农 业 种
植、渔业养殖、林
业栽培等，因地制
宜 探 索“ 光 伏 + ”
发展模式，促进光
伏发电与多种产
业融合发展。图
为开平市蚬冈镇
150MW 光伏发电
基地一景。

邱新生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柴
逸扉）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1日答
记者问介绍，应马英九文教基金会
邀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拟于
7月 15日至 23日率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湖南
大学等 5 所大陆高校 36 名师生赴台
交流。在台期间，将与台湾大学、
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华大
学等高校交流，并赴台北、台中、
新北、新竹和花莲等县市参访。

陈斌华表示，此访是 3 年多来

大陆高校首次组团赴台交流，对于
促进恢复两岸双向交流具有积极意
义。希望大陆高校师生团在台湾交
流参访一切顺利。我们支持鼓励两
岸青年加强往来，在交流互动中增
进了解、互学互鉴，携手开创光明
未来。

今年3月底4月初，马英九先生
率团来大陆祭祖参访，在与武汉大
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等 3 所高
校师生交流座谈期间，多次表示希
望大陆高校师生也能够赴台交流。

大陆5所高校师生将应邀赴台交流参访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张雅
诗） 第29届香港国际教育及职业展
近日在香港开幕，云集多家来自世
界各地的院校、教育机构和升学顾
问，提供“一站式”升学和就业信
息。不少参观展览的香港年轻人表
示希望到内地发展。

一连两天的展览由香港中华厂
商联合会 （简称“厂商会”） 主
办，设有“海外及内地升学区”“本
地升学区”和“职业广场”三大展
区。现场还有超过40家企业和机构
提供超过2000个职位空缺，其中包
括香港特区政府各纪律部队、香港
机场管理局以及酒店和旅游、餐
饮、零售、商业、医疗保健等企业。

在内地高校的展位前，不少家
长和学生在查询招生条件。在新界
青衣一所学校就读高中的张同学表

示，她立志成为中医师，计划毕业
后到内地就读大学，希望通过此次
展览了解最新的招生情况。

高中生钟同学表示，她于 4 月
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内地交流活动，
到珠海考察学习，加深了她对内地城
市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她将来到内地
发展的想法，因此希望在此次展览上
获取更多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内
地城市的信息，做好准备。

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在开幕礼上
致辞时表示，此次展览为年轻人提
供不同的升学和就业信息，协助他
们了解目前最热门的职场技能和工
作种类，把握机遇，实现理想。

除展览外，主办方还安排了多
场升学及就业专题讲座，内容涵盖
香港本地及境外升学攻略、粤港澳
大湾区升学及就业前景等。

香 港 举 办 国 际 教 育 及 职 业 展
港青盼到内地发展

本报澳门7月12日电（记者富
子梅）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
华11日表示，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入境澳门旅客达1160万人次，
其中内地旅客恢复至疫情前的五成
多，香港旅客恢复至疫情前的九成。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表示，下
半年是澳门旅游旺季，力争全年入
境澳门旅客达到 2400 万人次。7 月
入境澳门旅客量理想，刚刚过去的
周末，7月 8日、9日连续两日入境
旅客超过10万人次。

上 半 年 入 境 澳 门 旅 客 1160 万 人 次

本报台州电 （胡伟）“2023 两
岸大陈乡情文化节”系列活动近日
在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举办，160余
名台胞台属、专家学者等相聚东海之
滨，共话“两岸一家亲”情缘，齐绘融
合发展“同心圆”。本次文化节期间，
主办方安排了椒江·台湾两地书画摄
影联展、大陈岛参访及大陈台胞祭祖

活动等，两岸嘉宾热情参与。
20 世纪 50 年代，约 1.5 万名大

陈岛居民迁至台湾各地，发展到如
今已近15万人。两岸大陈乡情文化
节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台
州椒江、台湾新北市举办10届，累
计参与台胞台属 4300 余人次，“大
陈乡情文化”品牌逐渐形成。

“2023 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举办

图为活动现场。 台州市椒江区台办供图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罗鑫） 以“携手绘青春 奋进新时
代”为主题的2023两岸青年峰会12
日在北京开幕。

2023 两岸青年峰会由国务院
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
市政府共同举办，活动包括主论坛
和科教、体育、创新人才等分论
坛，以及两岸青年音乐嘉年华消夏
晚会、潮玩“三山五园”文旅创意
市集、科技成果活力展、两岸青
年体育交流营和2023京台青年环北
京骑行等。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
主任潘贤掌在开幕式上表示，将会
同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一如既往地尊重、关爱、造福台湾
同胞，继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
策，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学
习、就业、创业创造更好条件，提
供更多机遇和帮助。希望两岸青年
倍加珍惜共同的历史机遇，勇于承
担共同的时代责任，携手开创共同
的美好未来。

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伟致辞时
说，京台交流层次和质量水平不断
提升，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
理念，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
同胞，积极为台湾青年来京学习、
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便利，持续

打造两岸青年峰会、京台科技论坛
等具有影响力的交流品牌，为两岸
青年交流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
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以实现民
族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汇
聚起蓬勃的青春力量。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全国青联副主席徐晓在致辞时表
示，两岸青年峰会作为两岸青年互
学互鉴、聚智聚力的重要平台，拓
展和创新了京台青年交流合作的载
体和渠道，有效助力台湾青年融入
祖国发展。全国青联长期以来致力
于促进两岸青年交往交流交融，围
绕两岸青年关心的议题，深入开展
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努力为台湾
青年融入大陆发展搭桥铺路、提供
便利。全国青联将与两岸社会各界
一道，共同开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
的崭新局面。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通过
视频致辞表示，两岸青年交流越来
越好，此次峰会将更好地促进两岸
青年交流，达成双赢目标。峰会的
议题和活动丰富多彩，希望两岸青
年充实自己，找到志同道合的伙
伴，共同努力、面对未来。

据悉，本次峰会还设置立德树
人、以文化人、体育强国、筑巢引
凤、融合发展 5 个篇章 25 项系列活
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底。

2023 两 岸 青 年 峰 会 在 京 开 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