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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达通到行李智能分拣

根据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科技
基础设施连续 5 年排名全球第一。香港
目前免费的 WiFi 热点已超过 1.7 万个。
在所有公共租住屋邨 （公屋） 及公立医
院、街市、公园、休憩处、海滨长廊、
旅游景点、公共交通点及陆路口岸等，
都提供免费WiFi。在“香港智慧城市联
盟”召集人杨全盛看来，本港互联网服
务已基本实现普及化、自动化、便捷化
和环保化。

香港是采用非接触式智能卡应用科
技的先驱。年龄在 16 岁到 65 岁之间的
香港市民超过 95%都使用八达通卡，仰
赖它背后庞大的电子收费系统。如今在
香港，从高级商场到便利商店，乘车、
搭船、餐饮，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
用八达通卡交易。在一些学校，八达通
已经被纳入到校园管理系统，可用作学
校的门禁、考勤、收费等。香港智能化
普及早，如今已经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

除了智能化，还有人性化。八达通
的另一大特色是允许一次欠账消费。试
想，如果早晨赶车上班时，突然发现八
达通余额不足，又来不及充值，那会多
么麻烦！而借助智能化实现人性化的另
一个著名案例是香港电子病例记录的互
联互通。就在 3 月间，香港医院管理局
筹备的患者健康记录互动系统正式启
用。病人无论在全港哪个医疗机构诊
疗，只要本人同意，全港医疗人员都可

以通过系统了解病人病情，减少重复检
验费用和用药的风险。

到香港机场办理行李托运的细心旅
客都会发现，自己行李标签中含有无线
射频识别 （RFID） 芯片，里面记载行李
主人姓名、航班号等信息。在行李分拣
时，系统通过无线电讯号可实现自动读
取，大大提高了准确度和工作效率。采
用该技术，也为香港构建智慧城市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RFID 技术可以实现实
物与电脑软件系统的连接，为未来构建
物联网提供了可能。也许在不久的将
来，香港机场的旅客们就可以通过互联
网移动终端实时操作自己的行李了。

科技创新大有潜力可挖

在迈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香
港产生了不少成功的智能化案例。但还
有很多地方，同样需要改进。

在可见的将来，要迈向智慧城市，
香港的基建仍有待深度智能化。例如香
港有7700公里长的供水管系统，使用三
四十年后不免陈旧老化，时常有地下水
管爆裂及渗漏事故，严重影响供水的稳
定性。地下水管的爆裂，往往取决于在
大尺度复杂供水网络里的水压波的传
播，由于缺乏可用数据，机理含糊不清
晰，到目前还是一大难题，只能眼睁睁看
着宝贵的水资源白白流走。在未来的智
慧城市中，有望通过先进的无线传感器，
用海量数据去克服这个大都市难题。

建设智慧城市有赖城市管理系统、
环境建设的结合以及和创新科技的互

动。杨全盛指出，香港市场本身太小，
不足以支持本地的科技机构的发展，加
上香港为科研投入的资本并不充裕，只
占 GDP 的 0.79%，比 10 年之前都微跌，
比起新加坡来更低。

不仅如此，在杨全盛看来，近年来
政府在许多和工程有关的决策上，对科
技的深度认识不足，过分注重民意。虽
然在提倡科技及产学研方面不遗余力，
但在科技政策发展上必须找到正确方
向。比如虽然整体科研投入不宽裕，但
随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过去30年
香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这
股雄厚的基础科研实力，从国际客观指
标上可以反映出来，在建设智慧城市方
面，可以大加利用。

过去10年，香港智能化建设不乏亮
点，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智慧城市发展蓝
图。在智慧城市的排名上，也比巴塞罗
那、纽约、首尔、东京等国际城市低，
需要加快发展步伐。这些都需要特区政
府、各行各业和全体港人一起去努力和
解决。

打造智慧城市是系统工程

特区政府当然也看到了潜力点。新
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就是明证。该局局
长杨伟雄表示，创科局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是推行智慧城市，让香港成为更宜居
的城市。

梁振英介绍，创科局将制定智慧城
市的数码架构和标准，制定大数据应用
政策，在分析和推测气象变化、交通路

况、疾病扩散及商业趋势等方面不断发
力。此外，特区政府也将继续推动公共
服务机构及商业机构开放更多数据。例
如，电子病历库除了科技以人为本，也
可以让相关部门及时利用大数据掌握状
况，有利于对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作
出快速准确的反应。

除了政府的力推，更需要凝聚广泛
的民意基础。创科局将与科研及公私营
机构共同研究建设“智慧城市”。杨全盛
所在的“香港智慧城市联盟”是全港首个
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为宗旨的社会组
织。去年 10 月份成立，发起成员来自于
香港工程、科技、车辆、地理、城市规划、
智能运输、电子教育等各领域的专家。

而全港上下，也渐渐形成共识，要
凝心聚力建设智慧城市，科普和教育是
必不可少的。在近日在港举行的“智慧
生活＠科学园”展览上，示范主题就是
如何将香港一个中型家庭的居住空间变
成智慧家居，展出的创新技术涵盖环
保、个人化健康管理、电子科技、再生
能源及休闲娱乐领域，例如居家“鱼菜
共生系统”，利用鱼的排泄物种菜，植
物净化过的水再回流养鱼等。

智慧城市不仅仅是香港本地的事
情，必须要跟国际和内地衔接才可以充
分发挥香港的优势。李克强总理在今年
两会上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打 造 智 慧 城 市 。 如 何 响 应 “ 创 新 驱
动”，抓住 “十三五”规划良机，利用
城市化的先发经验和智能化的现有优
势，与内地追学赶比超，也考验着“东
方之珠”的智慧。

香港，走在“智慧城市”大道上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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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随着科技进步，未来城市发展
必然是以人工智能为基础，以人为本的可持
续发展。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
市，在工商、金融、物流、交通、政府服务
等各方面都大量采用新科技，体现出高度智
能化的特色。如果说智能化是深化城市发展

的 1.0 版，那么智慧化则是进阶的 2.0 版。
在 2016年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特首梁振
英提出，香港将研究建设“智慧城市”，3
年内推动免费WiFi热点逐步扩大一倍至3.4
万个，使香港成为全球WiFi热点最密集的地
区之一。

4月9日是农历三月初三，相传是轩
辕黄帝出生的日子，每年两岸都会在这
天分别举办盛大的轩辕黄帝拜祖大典，
今年也不例外，大陆的郑州和台湾的台
北都分别遵循古礼进行“丙申年轩辕黄
帝拜祖大典”。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皆以
黄帝公孙轩辕视为华夏始祖，共拜同一
祖先更是显示了两岸“同根同祖同源”
的精神。

为什么这天要拜祖？

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
月三，生轩辕”的说法，三月三古称上
巳 （sì） 节，是一个纪念黄帝的节日。
轩辕黄帝拜祖大典，是自春秋战国以来
华夏炎黄子孙于黄帝故里轩辕之丘 （今
河南省新郑市） 祭拜先祖黄帝的仪式。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是华夏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春秋时代
的历史典籍中就有三月三登新郑具茨山

（俗称“始祖山”） 朝拜黄帝的记载，唐
代以后渐成规制，盛世时由官方主拜，
乱世时由民间自办，一直绵延至今。

轩辕黄帝拜祖大典意在缅怀始祖功
德，突出了中华民族寻根拜祖的主题，
象征炎黄子孙血脉相连、薪火相传。大
陆在 2006 年将民间的“三月三、拜轩
辕”升格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台湾
轩辕黄帝拜祖大典筹委会也连续 3 年举
办轩辕黄帝拜祖大典，黄帝故里被越来
越多的华人奉为“世界华人拜祖圣地，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大陆：凸显中华和平和睦

大陆的“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新郑黄帝故里举行，主题是“同根同
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除了大陆的社
会各界来宾外，包括台湾两岸共同市场

基金会荣誉董事长、两岸企业家峰会董事
长萧万长，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
玄等重量级人物也来到拜祖大典现场，
还有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美英法加澳
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都齐聚
新郑黄帝故里，礼拜人文始祖，祈福中
华盛世。

在黄帝故里祠前，萧万长题词“中

华肇造，万古常新”赞扬黄帝功绩。他
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寻根拜祖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也是我们的
信仰祖脉，所以这次我们慎终追远，到
这里来寻根拜祖。我在祈福牌上写了

‘华夏同源，万世太平’，我写这句话跟
我们这次的主题一样，同根同源就要太
平，就要和平和睦，这也是我的心愿。”

台湾：认清历史文明渊源

台湾的“丙申年轩辕黄帝拜祖大
典”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人们遥拜先祖，
慎终追远。大典主拜官、中国国民党前副
主席郝龙斌带领社会各界人士与现场上
千名观礼民众遥拜黄帝，他说，参与大典
后要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
渊源，传递“慎终追远”的信念。

为使仪式庄严隆重，能够遵循古礼进
行，主办单位特邀台湾民俗信仰学会理事
长吴永猛担任仪典顾问指导。台湾黄帝
雷藏寺（黄帝大庙）春莲教授师带领礼生，
以初献礼、亚献礼、三献礼、赐福礼等古
礼，彰显博大精深的传统礼仪。

活动尾声，主办方还给到场民众赠
发“轩辕米”礼包，象征“天赐好米吃
福气，轩辕黄帝保平安”。有位参加典礼
的女士表示，带着孩子参与这场盛典，
是希望他们不忘本。

题图：台湾今年拜祖大典以“华夏
同根、追远同心”为主题，图为典礼现
场。 本报记者 王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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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共襄黄帝拜祖盛举
雷 蕾

4 月 9 日，2016 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
“三月三”节暨福建省第五届“三月三”畲
族文化节在闽东福安市开幕。“三月三”是
畲族的传统节日，又被称为“对歌节”，两
岸数千名少数民族共聚于此，展示畲族民
俗，对唱畲族民歌，畅叙两岸情。

图为福建宁德畲族歌舞团在表演畲族
舞蹈。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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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港人的国族认
同，笔者总会想起颇具
北 京 与 香 港 “ 双 城 寓
言”色彩的电影 《春娇
与志明》。在影片中，首
都北京只与创富想象相
连。港人对于经济价值
的热切关注，想象性地
抚 平 两 地 关 系 中 的 张
力，并遮蔽有关政治的
讨论。

数年过去了，如今
针 对 大 陆 人 的 “ 反 蝗
虫”运动不断冒头，“港
独”思想也冲破禁忌、
彼此应和。受此社会氛
围影响，昔日潜隐在某
些港人心头对中央政府
管治的困惑，在一轮轮
煽动下开始放大并走向
极端。他们尤其是部分
年轻人对于社会现状的
不满，也转而归咎于制
度，归咎于中央政府对
香港的管治。

困惑可以理解，但
他 们 无 疑 是 打 错 了 板
子。香港青年主要接受
西式教育，较之长辈更
加认同西方意识形态。
在泛民派的误导下，便
先入为主地产生“内地
是不民主的，香港是民
主的”二分思维，并将

“民主”视作香港核心价
值的重要内容。相形之
下，回归以来，香港教
育体系中有关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内容却明显
不足，直接导致香港青年对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缺乏了解，也因此难
以巩固和增强对国家的认同，以至于部分青
年“只知有港、不知有国”，甚至以为“香港
人”和“中国人”身份可以“二选一”。同
时，泛民派试图虚化“一国”，凸显“两
制”，部分香港青年受此影响，将对内地意识
形态的不认同扩大化，盲目信服港英时期

“自由、民主、法治”的殖民神话，却转而对
中央政府依法管治抱以排斥乃至对抗的态
度，甚至出现分离主义的极端倾向。两地交
往偶有摩擦本属正常，在防备甚至敌视的心
态下，所谓两地矛盾也被刻意放大。

反对与破坏是容易的，关键是创造与新
生。“捍卫香港民主”的急先锋们，在对“抗
争”行为的迷恋中，在“恋殖”情怀的浸淫
下，正将香港推向不安与动荡的边缘，而他
们所笃信的问题答案，或许正是别人喂下的
毒药。

回到文首的香港电影，香港既不应延续
殖民时代的定位，继续漂泊在家国之外，只在

“揾钱”中实现自身，回避国族认同的焦虑；也
不该任由泛政治化的阴云压境，破坏当地所
珍视的“港人的生活方式”。在回避与激进之
外，摆正心态、检视问题才是出路。

2008 年奥运盛典让港人热泪盈眶，“中
国人”认同空前高涨。谁说两地之间没有心
灵交集？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两地之间
眼下的心结也肯定有办法化解。港人要知
道，从没有脱离“一国”的“两制”，背靠
内地的发展才能有效解决香港当前经济民生
问题。此外，通过加强港人尤其是青年与内
地历史文化和经济利益上的联系，让曾经

“存在感”不足的国家显影在港人面前，双
轨并行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现在还“为时未
晚”。香港人的首都在北京，这会是有理性
港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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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 4月 9 日电
（记者荣守俊、许雪毅）“我是
台湾青年在大陆从‘打工族’
到‘创业族’的代表。”来自台
湾桃园的范姜锋说，台湾青年
来大陆创业，可以先让他们实
地感受，再给予一定培训，这
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在大陆立足
和发展。

9日，大陆数十所高校从事
涉台教学科研的专家学者以及
两岸青年学子共200余人在厦门
参加高等院校涉台机构人才培
养工作会。在分组讨论会上，
范 姜 锋 分 享 了 自 己 的 故 事 ：
2009 年被台湾公司外派到厦门
工作，2014 年开始创业，目前
是厦门越翊公关行销有限公司
总经理。他建议，要搭建更多

“桥梁”帮助台湾青年“登陆”。
这正是当天揭牌的“海峡交

流文化中心”力图解决的问题。
中心旨在承担两岸文教交流，特
别是两岸青少年交流合作。中

心未来将逐步开展“摇篮计划”“实践计划”“T 台计
划”等一系列项目，打通台湾青年“登陆”的“最后一里
路”，让他们更好融入大陆生活。

此次工作会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和香港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会联合主办。
会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人民
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
心、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分别签订了人才培养协同
合作协议，将在台湾研究学科设置、师资培训、教
学经验分享等方面加强信息互通和有效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