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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大湾区教育协同效应

香港作为世界顶尖大学密度最
高的城市之一，有 5 所大学位列世
界百强，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享誉
国际。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
若莲表示，香港高等教育具有独特
优势，教学质量高、基础研究强、国
际联系广、与内地合作实。推动香
港与内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在粤
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办学，可
将香港的优势教育品牌、一流教育
资源引进大湾区，发挥“国家所需、
特区所长”的作用。

截至目前，广东已建成4所内地
与香港合作大学，包括北京师范大
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科技大
学（广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今年迎来建校
十周年，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将于9
月开学。此外，香港理工大学（佛
山）、香港大学（深圳）和香港都会大
学（肇庆）也都在筹建阶段。

自从港科大（广州）2022年9月
开学以来，其与港科大两校已有近
1300名学生到访对方校园，涵盖实
习、文化交流、业界考察及比赛等交
流活动，另有超过 250 名同学参与
线上课程。

港科大与港科大（广州）还将进
一步深化“跨校园学习”安排，落实

“学分互换互认”，并通过“科目共
享”机制，增加部分学科名额，以鼓
励两校学生深化互动。作为大湾区
首个将传统学科和融合学科结合的
跨境、跨校园研修计划，两校创新互
联的课程设计是“红鸟跨校园学习
计划”的重要一环，目前共计约有

1500个科目供本科生报读，包括数
据科学及人工智能等热门学科。

港科大校长叶玉如认为，“红鸟
跨校园学习计划”将进一步汇聚两
地校园的优质教育资源，为两校学
生带来更灵活和多元化的学习体
验。“香港有实力、有能力通过与内
地合作办学的方式，积极参与大湾
区乃至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增强
大湾区教育协同效应。”她说。

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实施五周年。纲要提
出，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鼓
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
究中心。此前粤港澳高校合作办
学主要是港澳大学“北上”设校，如
今随着深圳大学、中山大学赴港办
学，大湾区高校合作办学实现了

“双向流动”。
“深圳大学设立了香港校区，接

下来，将继续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
共建共享，开展联合培养、双学位、
学分互认等项目，加大力度鼓励师
生参与跨境实习、研究和创新项目，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深圳大
学校长毛军发说。

深圳大学香港学院近日发布招
生简章，以港澳学生为主要招生对
象 ，实 施 四 年 制 本 科 学 历 教 育 。
2024年招生专业为网络与新媒体，
分为视听传播方向和网络传播方
向。除了设立香港校区，深圳大学
还与香港多所大学都建立了合作，
覆盖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
大公立大学，涉及教师合作科研、学
生联合培养、共建实验室和研究中
心等。此外，深大参与了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的创办。
中山大学今年也在香港设立了

高等研究院，记者从校方了解到，相
关建设工作正加紧推进，将充分借
助香港的区位优势，吸引全球顶尖
学者，建设世界领先水平的实验室，
为尖端技术的研发和转化提供条
件，自主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

“中山大学地处粤港澳大湾
区，已经在广州、珠海、深圳这 3 个
湾区城市办学，通过在香港设立
高等研究院，将进一步扩大开放
合作。”中山大学校长高松说，该
校将积极融入大湾区，为建设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做出
新的贡献。

推动粤港澳产学研深度融合

随着粤港澳高等教育交流融
合持续深化，广东省招收港澳学生
规模日渐扩大，如今具备招生资质
的广东高校达 71 所，广东高校现
有在读港澳学生 1.5 万人，规模居
全国首位。

为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和产
业优势，通过粤港澳三方或两方的
紧密合作，围绕人工智能、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
医药、环境科技、纳米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等重点领域集智攻关，广
东分 3 批启动建设粤港澳联合实
验室 31 家，其中 22 家依托广东高

校建立。在支持高校共享科技资
源和成果方面，广东高校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可按规定向港澳开放。
例如中山大学的国家超算广州中
心、“天琴中心”、精准医学中心等
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仪器设备，均
对港澳开放共享。

在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双向
奔赴”中，同样少不了产学研深度融
合。广东联合香港共建 18 个青创
基地、联合澳门共建5个青创基地，
协同港澳举办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服
务高质量发展大会，合力优化港澳
高校人才的政策、生活环境。在第
一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
创业大赛中，共 2161 个团队、近万
人报名参赛，现场签约项目 73 个，
意向合作金额 12.5亿元，48个大赛
项目落户珠海香洲。

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业教育园
区去年在深圳开园，这是大湾区首
个实际落地的特色职业教育园区。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目前已组建4个
科研平台入驻职教园，主动对接港
澳产业发展需求，与香港共同开展
应用技术研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和企业产品落地。

“我和伙伴一起创办的公司，很
有幸成为首批入园的孵化项目。对
于创业青年，学校免租减费、提供技
术指导，让大家放心大胆去创去
闯。”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就读的香
港学生刘康华说。

从“单向流动”到“双向奔赴”

大湾区高等教育聚集优势日渐显现
本报记者 张 盼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园。 闫兰勤摄（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吴剑锋） 这些年，为
“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台胞石静文的足迹遍布两岸
各地，在她看来，自己做的是一份类似“拼图”的工
作，“拼出一个关于‘家’、关于时代的故事。”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以“公益助推
两岸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两岸公益论坛近
日在福建厦门举行，会上，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
长石静文分享了自己的公益故事。

2017 年，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发起“抢救迁台历
史记忆库”活动，以口述历史形式，收集整理文字、
影音、文物等诸多史料，希望通过特定时代下“小人
物”的真实境遇，勾勒出迁台历史的脉络。

“之所以叫‘抢救’，是因为很多长者在逐步凋
零。”石静文说，这些耄耋老人像是一本厚重的书，

他们在回忆起迁台往事时，虽然记忆模糊，但都难
掩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

截至目前，这一项目已经采访了 1300 多位长
者，制作了五六百支短片并出版了三本图书。石静
文希望，通过抢救这些遗产，让台湾年轻人看到自
己“从哪里来”。

此次论坛上，共有来自两岸 86 家社会组织的
200余名代表、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多位台
湾青年分享了两岸携手公益、守望相助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90后”台湾青年童韦谕选择跨越
海峡，来到厦门海沧海峡城乡发展基金会。在这
里，他看到亲切而熟悉的闽南古厝，也见证了一段
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协作故事。

“在基金会中，我参与了闽宁协作社会组织帮

扶的工作，走进宁夏泾源县的小山
村。那里有纪录片里才能看到的大
山，但没有泥泞的土路，人们虽然住
在偏远的小山村，但是线上下单后，
新鲜的蔬菜就可以直接送到家门
口。”童韦谕对此感到十分新奇。

在15个月的驻村工作中，童韦
谕发挥自己的优势，将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带入基
层，鼓励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也协助当地干部
搭建产业对接平台。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与许
多当地群众成了“忘年交”。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表示，希望论坛汲
取公益慈善能量，服务两岸同胞，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
家认同，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助力两岸青年追梦、
筑梦、圆梦。

自 2013 年设立以来，两岸公益论坛秉持“携手
公益，惠泽两岸”的宗旨，推动两岸 100 余家机构、
3000 余名嘉宾参与活动，200 余位嘉宾讲述两岸交
流的“公益故事”，已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拓展
公益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心手相牵中走亲走近
——第十二届两岸公益论坛观察

在心手相牵中走亲走近
——第十二届两岸公益论坛观察

福 建 省 连 江 县
全面推进渔业经济
转 型 升 级 ，通 过 金
融、财税、科技等方
面的支持措施，大力
发展近海生态养殖、
远洋捕捞等。图为
近日连江县黄岐国
家中心渔港内，渔船
整齐地停靠在码头
进行补给。

郑凯瑜摄
（人民视觉）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优势，建成供粤
港澳大湾区优质蔬菜基地，有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图
为在大竹县高明镇洛阳村供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蔬菜种植基地，村民正忙着
将刚采摘的有机西红柿装车。 邓良奎摄（人民视觉）

本报宜宾6月20日电（记者汪
灵犀） 以“川台产业合作·融合两岸
发展”为主题的 2024 川台产业合作
推进会 20 日在四川宜宾举行。活
动由四川省台办、宜宾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吸引两岸电子信息、金
融、现代农业、文创等领域的企业家
代表及专家学者等 220 余人与会。
会上，7 个台商投资项目集中签约，
涉及农业、物流等多个领域，签约总
金额近17亿元。

四川省台办主任刘晓晨表示，四
川地处祖国大陆西南战略腹地，是人
口大省、经济大省、资源大省、农业大
省，多个国家发展战略在这里叠加，
真诚邀请广大台商朋友来四川布局
新项目，共享战略红利，携手合作抢
占先机。“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为台胞台商来四川参访发展牵线搭
桥，为大家提供一流的服务、创造更
优的发展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刘晓
晨说。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表

示，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化，为台商
带来了新商机。台湾在高科技、服
务业和生物科技等产业方面有发展
优势，四川在农业、食品、医药健康
和电子信息等方面拥有丰富的资
源，双方可以在经贸交流合作中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台湾商业总会
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帮
助会员企业在大陆市场拓展业务。
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沟通交流，深
化合作。”许舒博说。

宜宾市委副书记、市长廖文彬介
绍，近年来宜宾全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抢抓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
积极拓展数字经济新蓝海，经济社会
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台商在宜宾投资
逐年增多。此次活动为深化川台交
流合作搭建了新平台，下一步将推动
与台湾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的务实合作。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前往宜宾
三江新区、李庄古镇、川茶集团园区、
五粮液集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

据新华社兰州6月20日电（记
者崔翰超）“陇台经贸文化交流月”
20 日在甘肃兰州开幕。记者了解
到，此次活动为期1个月，以“陇台一
家亲 同心促融合”为主题，内容涵盖
陇台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
经济交流四大板块。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会长李政宏在开幕式上表示，甘肃
地处大西北，历史悠久、区位独特，
此次活动为台商深入了解甘肃，进
一步密切陇台交流与合作创造良好
契机，为台企投资兴业提供新的选
择和机遇。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尚勋武说，甘
肃积极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各项惠台
利民措施，助力台资企业在甘肃平稳
健康发展。陇台交流交往、经贸合作
日益密切，台胞台商在投资甘肃中实
现良好的自我发展，也为甘肃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甘肃省文旅厅有关负责人在开
幕式上介绍了甘肃伏羲文化、敦煌文
化、西王母文化、丝路文化等特色文
化及旅游资源。

据介绍，本次活动共邀请台湾工
商团体负责人、工青妇、科教文等各
界人士1200余人参加。

本报澳门6月20日电（记者富
子梅） 第15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
建设高峰论坛 20 日在澳门揭幕，吸
引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余
家机构逾3500名业界精英出席。

论坛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和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以

“绿色创新 数智联通”为主题。200
余位嘉宾聚焦这一行业趋势，围绕能
源转型及数字化发展、绿色投资与
ESG 管理、国际工程数智融合、争端
解决与风险防控、区域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等行业热点和前沿话题，开展高
端对话，为国际基建合作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致辞
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但国际基础设施发展的大方向不会
改变，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的大方向不
会改变。需要坚定信心，把握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顺应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数字化发展的需求，
坚持开放包容、团结协作，共同谱写
基础设施合作新篇章。

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保和气候
变化部部长阿卜杜哈基莫夫表示，此
次论坛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政府提
供共同探讨经济发展新机遇的平
台。“许多中国企业在设计和建造绿
色电站方面有丰富经验，我们还注重
同中国在乌企业在绿色能源领域开
展合作，期待与中国朋友的新项目。”
他说。

国际基建论坛举办 15 年来，累
计吸引全球参会嘉宾3万余人，累计
促成国际基建项目180余项，合同金
额逾千亿美元，是全球基础设施合作
领域的年度行业盛会和“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的重要国际
平台。

第 15 届国际基建高峰论坛在澳门举办

6月 20日，香港特区政府中西区民政事务处举办“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
成立 27 周年——细看中西区微型展”，展出 22 件以中西区为主题的微缩模
型作品，将中西区的重要地标和特色标志呈现给公众。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2024川台产业合作推进会签约总金额近17亿元

“陇台经贸文化交流月”在兰州开幕

香港科技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近日共同宣布推
出“红鸟跨校园学习计划”，以进一步加强两校学生在学术、
科研及社会活动方面的互动交流，并于“港科大一体，双校互
补”的框架下，通过“科目共享”和“学分互换互认”等机制，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数月前，深圳大学设立香港校区，中山大学也在香港设
立了高等研究院。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从先前港澳高校到
内地设立教学机构的“单向流动”，发展为如今的“双向奔
赴”，大湾区高等教育聚集优势日渐显现，人才协同培养机制
加快完善，粤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更加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