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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引路 创新启航”为
主 题 的 “ 创 新 科 技 嘉 年 华 2024”
近日在香港科学园启幕。活动为期
9 天，展出高校、研发中心及平
台、政府部门等超过 75 个合作伙
伴的创新发明和科研成果，举办约
150 场不同主题的创科工作坊和网
上讲座。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在开幕典礼上致辞表示，今年活
动的主题契合特区政府推动经济多
元发展的政策，以科技引路，促进
新兴产业启航。要让创科蓬勃发
展，必须提升整个社会的科普基

础，嘉年华正是一个全民科普的好
机会，更是一个让初创企业实现梦
想的平台。

在活动现场，不少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科技发明令参观者“眼
前一亮”：香港中文大学研发的一
个智能腰背辅助外骨架，有助于穿
戴者在移动重物时减轻腰部承重、
降低疼痛风险；香港纺织及成衣研
发中心研发的一项废水处理系统，
可以用吸附剂去除纺织废水中的靛
蓝染料，既环保又能减少成本……

在色彩鲜艳、设计时尚的香港
科技园公司展区，一系列以商汤集

团等园区内独角兽企业为灵感的艺
术品融合科学与人文，吸引不少人
关 注 。 科 技 园 今 年 带 来 20 多 家

“香港原创”科技公司的创新成
果，涵盖绿色科技、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及大数据等领域。

“过去 20 多年，我们一直支持
并陪伴多家创科企业成长。”香港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介绍，
此次展览显示出科技园是初创企业
的良好跳板，未来该公司会继续强
化“产学研投”合作，带领园区伙
伴走向国际舞台。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的亮点活动之一，本届嘉
年华特别设置了部分摊位，展出香
港与内地在创科领域的合作成果：
香港中文大学参与研发的全球首颗
人工智能大模型科学卫星“香港青
年科创号”、香港理工大学为嫦娥
六 号 研 制 的 “ 表 取 采 样 执 行 装
置”、 香港科技大学参与的“数字
化深海典型生境”大科学计划等，
让不少市民了解到香港为国家科技
发展所作贡献。

“只有在浓厚的创新氛围下，
我们才更有条件培育更多优秀的
创科人才，壮大创科生态圈。”出
席开幕典礼的香港特区政府创新
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期望
今年的嘉年华能为更多人打开科
技大门，成为大家投身创科的启
航点。”

（据 新 华 社 香 港 电  记 者 褚
萌萌）

香港“创新科技嘉年华 2024”举办

激 发 全 民 科 学 热 情

香港启德体
育园近日进行首
次试运营。据悉，
启德体育园的整
体项目工程已进
入 最 后 建 设 阶
段，预计各主要
设施将于今年底
前落成，园区整
体 于 2025 年 第
一季度启用。图
为市民在启德青
年运动场观看足
球比赛。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我来过武汉好多次，每次都能见到新变
化，让我产生新感受，这正是祖国大陆日新月
异、蓬勃发展的缩影。”在参加近日举办的第十
八届湖北·武汉台湾周时，新党主席吴成典对
记者说。

第十八届湖北·武汉台湾周由湖北省人民
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全国
台企联、台湾工业总会、台湾电电公会等重要
工商团体负责人以及基层台胞、台湾青年“首
来族”等如约而至。系列涉台活动共有 1100 余
名 两 岸 嘉 宾 参 与 其 中 ， 其 中 台 湾 嘉 宾 有 800
余人。

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本届湖北·武汉台湾周活动为期 4 天，聚
焦“鄂台一家亲 融合向未来”主题，涵盖经贸
合作、基层交流、青年互动三大板块共 14 项活
动，在武汉设立主会场，宜昌、襄阳、黄石、
十堰等市设有分会场。

多次参与台湾周活动的全国台企联会长李
政宏说，湖北地理区位优越、资源丰富，也是
制造业大省，光电子信息产业独树一帜，存储
芯片、商业航天、网络安全等产业综合实力领
先。本届台湾周设置多领域产业对接活动，有
助于台商深入了解湖北发展现状，找到与自身
专长契合的合作方向。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说，
湖北是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发
展、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
要集聚区和承载地。希望越来越多的台商在湖北
投资兴业，相信一定能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说，希望广
大台商台胞抢抓历史机遇，主动融入祖国大陆
新发展格局，参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共享高水
平对外开放成果，为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本届湖北·武汉台湾周共有签约项目 46
个，总金额达 171.21 亿元，涉及光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职业教育、文化旅游、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现代农业、先进材料、节能环保等
领域。

助力汽车产业融合发展

湖北·武汉台湾周是深化鄂台两地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湖北累计
注册台资企业 3100 余家，投资总额超 360 亿美
元，台湾百大企业中已有近七成在鄂投资，冠

捷科技、健鼎电子、统一食品、鼎康生物等台
资企业在鄂发展良好。

湖北汽车制造产业基础雄厚，台资企业在
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具备优势，本届湖北·武
汉台湾周期间，海峡两岸 （武汉） 新能源与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融合发展交流会在被誉为“中
国车谷”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两岸业
内人士开展交流对接，共谋合作共赢。

“早在四五年前，鄂台两地企业就在谋划融
合发展。去年湖北·武汉台湾周期间，台湾电
电公会和武汉市汽车行业协会等民间团体携手
成立了海峡两岸 （武汉） 车辆技术创新联盟。”
该联盟轮值会长、东莞台协会长陈宏钦介绍，
目前联盟已吸纳两岸近百家汽车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加入，涵盖汽车电子、晶片设计、电源管
理、零部件及设备等多个领域，围绕技术研发、
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开展深入对接，达成系
列合作成果。下一步，联盟将在技术产业化、
扩展规模、企业孵化、引资引智等方面持续发
力，不断探索两岸汽车产业合作机制，争取
2025 年底达到 200家会员单位的规模。

台湾电电公会副理事长郑富雄说，台湾在
精密机械、信息电子、半导体及汽车零部件等
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的生产管
理经验。“武汉作为大陆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
不仅拥有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还在新能源、
智能网联等领域积极布局，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产业链和生态圈，为两岸汽车产业的融合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资源保障。”

见证两岸民众密切交流

台湾有武昌街、汉口街等以武汉元素命名的
街道，参加本届湖北·武汉台湾周的台湾民众发
现，武汉竟也有不少街道以台湾地名命名。47 名
来自台湾苗栗县的民众，活动期间专程前往位于
武汉市江岸区的苗栗路打卡，纷纷表示“很惊喜”。

苗栗路全长 1320 米，是继台北路、高雄路
等之后，武汉市第 16 条以台湾地名命名的道
路。2016 年，苗栗县代表团来到武汉参访，发
现很多富有台湾特色的路名，便提议以“苗栗”
来命名一条新建道路，当地政府欣然应允。

“苗栗路见证了两地多年来在经济、文化、教
育、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台湾苗栗
县副县长邱俐俐带领参访团，走遍台北路、苗栗路、
高雄路、马祖路、宝岛公园、和美社区等一系列以台
湾地名命名的街道和社区。“这些街道社区是‘两岸
一家亲’‘汉台一家亲’的最佳写照。”她感慨道。在
武汉江汉里社区，苗栗县参访团还参加了“家和
万事兴·融融两岸情——鄂台（苗栗）社区基层治
理经验交流”活动。不少苗栗乡亲表示，该社区居
住环境很好，公共设施也比较完善，令人赞叹。

“台湾有 20 万湖北乡亲，湖北有 65 万台属，
在鄂登记注册的两岸联姻有 1.25 万对，在鄂学
习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超 1200 人。”湖北省副
省长陈平说，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到湖北走一
走、看一看，感受荆楚大地的强劲脉动，共创
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感受荆楚大地脉动 共创合作共赢未来
——第十八届湖北·武汉台湾周举办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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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10 月 29 日电 （记
者阮周围） 29 日，“求同存艺”——
海峡两岸中华文化 （版画） 交流活
动在湖南省圆点美术馆启动，来自
海峡两岸 40 余名艺术家参加活动，
激情碰撞新的创作灵感，共同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

启动仪式上，两岸艺术家的近
百幅精彩画作亮相。这些作品凝聚
的艺术笔触和温润情感，讴歌赞美
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除线下展
览外，本次画展还将打造网上展
馆，让更多两岸民众能够线上观看
展览。

湖南省委台办主任曾智夫向参
与活动的两岸艺术家表示欢迎。他
说，期待两岸艺术家们通过此次交
流活动进一步感受大好河山、时代
新貌和中华历史的博大厚重。

台湾交流团团长赖振辉表示，

很高兴欣赏到两岸艺术家们在版画
创作上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大
家为艺术所进行的耕耘与努力，也
让两岸之间有了更深厚的文化与艺
术连结。

本次交流活动以版画为主题。
版 画 作 为 一 种 独 特 的 艺 术 形 式 ，
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纹理。艺术
家 运 用 刻 刀 、 油 墨 等 工 具 创 作 ，
作 品 呈 现 出 细 腻 的 线 条 和 色 彩 ，
也能展现出强烈的黑白对比和独
特质感。

“求同存艺”——海峡两岸中华
文化交流活动是湖南省近年来着力
打造的湘台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
式后，湘台两地艺术家会前往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行艺术写生，
参访湖南博物院，进行笔会交流，
感受湖南山川隽秀之美、湖湘文化
的历史与传承。

新华社澳门 10 月 28 日电 （记
者刘刚、李寒芳） 由中国电影基金
会、澳门影视传播协进会主办的第
二十一届中国内地优秀电影展开幕
礼，28日在澳门举行。

本次影展公映影片包括 《抓娃
娃》《逆行人生》《追月》《孤注一
掷》《刺猬》《永不消逝的电波》《默
杀》 等七部精选优秀电影，将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4 日分别在博纳国际
影城、永乐戏院、澳门科技大学影
视厅向公众免费展映。

同场还举行了第十届 《金莲花
杯》“看电影、评电影”征文比赛颁
奖礼。本届赛事共有 3000 多名学生
参加，参赛作品数量创历年新高，
共有 64 篇作品获奖。嘉宾先后为大

学组、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各
十六名优胜者颁奖。

澳门影视传播协进会理事长李
自松表示，21 年来，内地优秀电影展
把近 260 部优秀电影带到澳门放映。
同期，也有 400 多名内地电影人走进
澳门，为澳门影视事业的发展出谋划
策。征文比赛已经连续举办 10 年，吸
引了 1 万多名学生参加，这些年轻学
子通过看电影了解国家发展变化，用
文字抒发艺术观点，表达家国情怀。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阎晓
明称赞影展和征文比赛让更多的优
秀电影真正深入广大青少年的心
灵，加深他们对内地文化发展的了
解，并从中培养人才，使他们成为
未来澳门电影发展的新生力量。

据 新 华 社 香 港 10 月 28 日 电
（记者曹霁阳） 香港特区政府 28 日
公布的 《长远房屋策略》 2024 年周
年进度报告显示，未来十年，香港
总房屋供应目标为 44 万套，其中公
营房屋为 30.8万套。

据 了 解 ， 根 据 《长 远 房 屋 策
略》 既定的推算方法，香港下一个
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 43.8 万套，特
区 政 府 因 而 将 供 应 目 标 定 为 44
万套。

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房屋
局已就 《长远房屋策略》 进行检
视，并提出优化方向。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发言人表
示，为平衡特区政府大幅增加公营
房屋供应以满足社会需求和社会对
私营房屋的需求，特区政府会把下
一个十年期的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
例维持在七比三。据此，在总房屋

供应目标的 44 万套中，公营房屋供
应目标为 30.8 万套，私营房屋供应
目标为 13.2万套。

特区政府已觅得足够土地，可
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的供应目
标。在规划公营房屋发展时，政府
会保持足够弹性，以确保未来的公
营房屋建屋量可以因应实际情况变
化，适时作出调整。

私 营 房 屋 供 应 方 面 ， 特 区 政
府未来五年会准备好可通过卖地
及铁路物业发展为市场提供可兴
建约 8 万套房屋的土地，加上市区
重建局项目和其他私人土地发展
项 目 ， 将 可 满 足 13.2 万 套 私 营 房
屋的供应目标。至于较短期的私
营房屋供应，根据今年 9 月底的最
新推算，未来三至四年一手私人
住宅物业市场的供应量预计约为
10.8 万个单位。

新华社香港 10 月 28 日电 （记
者王昕怡）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28 日
举办港铁通车四十五周年庆祝酒
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盼港
铁继往开来，进一步服务城市发展。

李家超致辞表示，港铁现已成
为全球顶尖交通系统之一，令我们
深感自豪。港铁公司为香港市民和
各地乘客提供可靠、便捷及安全的
服务，其铁路网络平日每天接载全
港逾 500 万人次出行，并通过高速
铁路 （香港段） 促进香港与国家各
城市的联系，加强民众交流与商贸
合作。

李家超指出，特区政府去年公
布的 《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
图》 中的洪水桥站及北环线主线工
程，将于今年及明年开工，暂定分

别于 2030 年及 2034 年竣工。港铁公
司亦将于明年初开始就北环线支线
进行详细规划和设计，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融合。此外，特区政府正与
港铁密切配合，全力推动港深西部
铁路的规划。

港铁公司主席欧阳伯权致辞表
示，港铁通过铁路发展及“铁路+
社区”综合发展模式，为发展中的
用地带来新价值。未来会全力以赴
推动多个新铁路项目建设，助力香
港发展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城市。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
视频致辞中指出，目前多个新铁路
项目正在推进，进一步支持香港的
社会和经济发展，既为经济注入动
力，也助力香港建设更多宜居宜业
的社区和更美好的未来。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总署联同28个省级同乡社团在沙田公园
举办市集活动。本次活动提供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及家乡特产，也安
排有丰富多元的文艺表演，让市民和访港游客体验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和
特色文化。图为市民在市集体验特色美食。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港铁庆通车 45 周年

将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

澳门举办内地优秀电影展

两岸中华文化（版画）交流活动启动

香港未来10年总房屋供应目标为44万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