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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才提交了办理居住证
的申请，没想到今天就可以拿到证件
了。这下子出门办事就方便多了！”
拿着手中的“小卡片”，香港青年蔡智
恒表情兴奋，难掩领证时心中的喜悦。

9 月 7 日，北京市公安局举行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首发式。来自香港、
澳门、台湾的 3 名在京青年作为代
表，领取了北京市的首批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

很高兴成为新北京人

早上9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位
于朝阳区东三环附近的呼家楼派出所
时，这里已是人头攒动，墙上的大屏
幕显示着“北京市公安局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首发式”几个大字，让活动充
满了仪式感。现场的媒体记者们架着

“长枪短炮”，准备记录这一有历史意义
的画面；公安方面的工作人员或维持
秩序，或安排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

9时 50分，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官
宣布：北京市公安局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首发式开始！

在主持人介绍完北京市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的办理情况后，北京市公安
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衡晓帆依
次为来自港澳台的 3名青年颁发了北
京市首批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仪式
上，衡晓帆依次向他们敬礼、授证、
合影，并表达祝福。接过居住证的青
年也都向他回礼致敬。

为了凸显首批居住证的纪念意
义，北京市公安局特地为居住证搭配
了一份纪念证书。证书上写着“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首发纪念”，并搭配警
徽、港澳台三地标志性建筑 （香港中

银大厦、澳门大三巴牌坊、台北 101
大楼） 的图案。证书中间偏下位置则
镶嵌着卡式居住证。

乍看之下，居住证与内地 （大
陆） 的二代居民身份证无异，区别在于
证件正面的名称字样不同，同时还各自
添加了港澳回乡证和台胞证的号码。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领取北京市
第一张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台湾人。
现在我只想说，拿了这证，就是新北
京人，我是台湾来的北京居民。”随
后，郑博宇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推送
了领证的消息和图片，迫不及待地向
海峡两岸的朋友们分享喜悦。

再也不用排队取票了

来自澳门的林蔚妍女士之前在北
京读研究生，毕业后因为看好内地发
展便留在北京工作。不过，由于之前
自己在内地只能使用回乡证，因此曾
遇过诸多不便：“以前出去旅游只能
住指定的涉外酒店，买高铁票时也要
到人工窗口领取才行。我有好几次眼
睁睁地看着我乘坐的火车要开走，但
我还在人工窗口前排着队。而去年去
西藏旅游的时候，因为原有证件酒店
不能读取，无法办理入住，我就只能
惨兮兮地睡在车上。”但如今，这些
问题都迎刃而解。

蔡智恒告诉记者，有了居住证
后，他就可以用火车站的自助取票机
取票了，大大提高了出行效率。“9月
底，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就要通车了。
我希望“十一”假期时可以坐高铁回
香港，体验一下沿途的大好风光。”

而对于郑博宇来说，用居住证办
理信用卡一直是他挂在口头的“第一

件最想做的事”，他拿到证件后便立
马着手申请。“目前我所居住的公寓
和银行有合作项目，办理信用卡后，
银行可以帮我一次性缴清全年房租，
我再通过免息的分期付款给银行，这
样能享受减免 1200元的优惠。对我而
言，这是居住证带来的直接实惠。”

未来快递取证更便民

“从 9 月 1 日开通办理业务起到 9
月6日，北京市已有1376人申请办理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北京市公安局
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副总队长吴
克胜对记者说，为了实现居住证的办
理、制作和后续使用，北京市公安局
调整了户籍资料体系和网络系统，使
它们能够接纳、识别港澳台居住证。
目前大部分证件还在制作中，将陆续

发放给 304个受理点，由申请者到场
申领。

吴克胜表示，未来，北京市公安
局将进一步为居住证申请、发放提供
便利。比如像开通 EMS 速递证件业
务、网上公安受理申请等，这些服务
都在规划中，希望能早日实现。

一周以来，全国各地的港澳台居
民都争相办理居住证。原本按规定证
件需 20 个工作日才能领取，但部分
地区加班加点，几天之内就将首批证
件制作完毕并发放。据不完全统计，除
北京外，广西、福建、重庆、湖南、贵州、
西藏、江苏等地近日也都陆续发放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并为此举行首发仪
式。多名港澳台居民受访表示，他们
在内地 （大陆） 的学习、生活、创
业、就业等方面将享有更多保障和便
利，这让他们有了更多“归属感”。

今 天 我 们“ 领 证 ”了 ！
——北京市发放首批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图为北京市公安局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首发式现场。

本报北京9月9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9月10日8时始，广深港高铁各次列车车票在内地和香港同步
发售。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已进入倒计时，9月 23日，广
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运营，这标志着内地高铁网将延伸至香港，
两地高铁实现互联互通。

广深港高铁是中国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141 公
里，其中内地段 115公里，香港段 26公里。内地段广州南至深圳
北、福田间分别于2011年底、2015年底建成通车；香港段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全资兴建，于2010年开工建设。

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广深港高铁是香港与内地
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和重要成果。
为早日实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与内地高铁网互联互通和旅客便捷
出行，中国铁路总公司认真贯彻中央要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建立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运营高层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会议协
商解决重点问题，精心组织筹备，全力做好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
通运营各项工作。

这位负责人介绍，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初期，将根据客流
情况按日常图、周末图、高峰图安排动车组列车开行，最高峰日
计划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27对，其中广州、深圳至香港的本线
列车114对，跨线长途列车13对；9月23日开通运营首日，安排开行
95对动车组列车，其中跨线长途列车13对。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后，可通达北京、上海、石家庄、郑
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厦门、汕头、贵阳、桂林、昆明等城
市，到达内地40多个车站。其中，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至深圳福田
站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 14 分钟，至广州南站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
47分钟，至上海虹桥站的列车运行时间为8小时17分钟，至北京西
站的列车运行时间为8小时56分钟。

香港至内地城市高铁票价，按双方运营企业分段计费、各自定
价、加总核收的方式确定，以人民币定价，并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在公
布票价范围内进行浮动，在香港以港币标价，在内地以人民币标价。

香港发售广深港高铁车票香港发售广深港高铁车票

自 1992 年 首 次 向 香
港供应航空煤油以来，中
国石化镇海炼化累计向香
港 供 应 航 空 煤 油 920 万
吨，助力香港航空运输业
发展。

图为位于浙江宁波的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算山码
头，一艘装载 4 万吨航空
煤油的油轮正准备驶往香
港。

章勇涛摄
（人民视觉）

航空煤油
由甬输港
航空煤油
由甬输港

我是香港专业人士 （北京） 协
会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干事，很荣幸
获得协会推荐参加“三年百人计
划”香港青年学生北京社会实践活
动。这次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下属的双创部门实习，在
实习老师的帮助下，我对内地的

“三农”问题等有了更深的认识。
香港在农业领域的普及教育并

不算多，但农业与我们的生活紧密
相关。中国是农业大国，身为国
民，亲身了解农业很有意义。实习
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考察

“12396 服务热线”。这条热线是政
府为了方便农民，免费为其提供技
术帮助而设。例如，农作物该如何
去种、夏天和冬天该种什么等，每
周一到周五，有专家专门坐镇，为
全国各地农民解答各种问题，并且
提供无偿的帮助。

实习期间，单位的安排很周到
也很细心，安排了很多外出调研的

机会。正所谓，人生最好的课堂都
在路上，在室外调研所获得的经
验，远远比坐在办公室里面更加丰
富。单位还带我们去生态基地，帮
助我们了解如何将先进的科学技术
融入农村。例如将科学仪器放在规
定的某一亩地上面，测试温度、湿
度等，用电脑去调节温度、湿度和
施肥等步骤，大大节省了人力，提
高了生产效率。

除此以外，我还加深了对企业
文化、单位组织架构的理解。这些
都是我们在学校课堂上无法学到
的，唯有在社会实践中亲身去体
验。短短的一个月实习，带给我莫
大的惊喜。

单位曾组织实习生前往丰台区
试验基地调研，同时请来在农村创
业成功的人分享创业经历。创业者
的一些话对我触动很深，比如“年
轻人不要老是想创业，你刚从大学
出来，哪来的社会经验？光纸上谈

兵不足以让你在社会上立足，所以
年轻人应该先去单位打工，一边打
工一边想想这个市场缺什么，市场
缺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实习团还到河北的张北县进行
社会实践，指导老师向我们耐心传
授种树的方法，如何分辨哪些是有
害的毒虫，哪些树的枝干需要剪
裁，还介绍了很多种树方面的小知
识。虽然天气十分炎热，实习团同
学热爱公益的心却丝毫不受影响。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实习的
机会少之又少，更别说是到政府机
构实习。这次的实习经历，让我深
觉能在内地求学，是一件十分幸福
的事情，也证明我当初选择来北京
求学，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总体来说，实习的经历让我获
益匪浅，不仅学习了在课堂上无法
接触到的知识，还积累了课外阅
历，让我度过了非常充实而又愉快
的假期。

扎根田间 问道“三农”
北京大学港生 徐天赐

图为徐天赐。

本报香港9月9日电（陈文） 由香港超艺理想文化学会制作出
品的大型文教电视节目《一带一路医药行》，近日在香港浸会大学
举行试映会暨启播仪式。该片以“中医药：传承发展与共享”为
主题，致力于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提升中医药的影响力，为增
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据悉，《一带一路医药行》通过医药专家、科研人员导览，介
绍中医药知识，包括中医药的古往今来及未来发展，揭示中医药
的博大精深及奥妙。拍摄工作受到浸会大学尚志会支持，浸大中
医药学院参与协拍。陈复生为节目监制及主持人，她带领摄制组
从北京出发，前往“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
澳门及新加坡、波兰、澳大利亚，探索中医药的发展。节目将于9
月17日起在香港无线电视财经·信息台作全球首播，逢周一至周五
黄金时段播放。

陈复生女士在试映会上致辞时表示，中医药是中国人的发
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是中华文化瑰宝。希望通过推
介，让更多的青年人在年轻时就开始接受中医药。

香港拍摄《一带一路医药行》

本报香港9月9日电（记者陈然）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
公室9日举行“教师专场”公众开放日，邀请约600名香港各教育
机构负责人、中小学校长及一线教师代表等走进中联办，与教育
工作者同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在致欢迎辞中表示，“吃水不忘挖井
人”，在内地改革开放和教育发展起步阶段，邵逸夫、田家炳等香
港社会各界人士对内地教育大力支持；2008年汶川地震后，香港社
会也对灾后重建、尤其是教育事业作出了无私贡献。他寄语香港教
育界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不负使命和责任，帮助和支
持香港青少年发展，令“一国两制”后继有人、青少年成长出彩。

谭铁牛随后为首轮参观的200名教育工作者发表题为《新一轮
科技革命与香港的历史机遇》 的讲座，分享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
观察体会，呼吁香港把握优势，积极参与国家科研发展。

香港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潘淑娴在参观后表示对讲座印象深
刻，“阐述了香港创科的现状及教育发展的趋势，很有启发性，值
得老师和学生一起思考。”第一次走进中联办的香港汉基国际学校
校长李斌认为，开放日为香港教育界同仁搭建桥梁、增进交流，
可促使内地与香港的教育工作者在培养人才上做得更好。

据介绍，此次开放日为香港中联办举办的第二个公众开放
日，也是首个专场开放日。开放参观区域包括地下大堂、2楼中西
式会客厅、3楼办史展览厅和教育专题展览、8楼餐厅以及 9楼文
体室和图书室。

港中联办举行教师专场开放日港中联办举行教师专场开放日

本报香港9月9日电（记者连锦添）“文以载道、汇则兴邦”，
香港文汇报创刊 70 周年暨“文汇之友”成立酒会今晚在港举行，
约 900位来自香港各界的嘉宾汇聚在会展中心，向走过 70年不平
凡历程的香港文汇报表达祝贺，并向几代办报人致敬。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讲话中回顾道，他一度为香港文汇
报撰写专栏稿件，自1977年从英国学成回港后，41年来一直都是
该报的读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香港文汇
报始终坚持爱国爱港的办报宗旨，为香港繁荣发展作出贡献，为
读者提供准确、客观、持平的报道，深受读者信赖及爱戴。她表
示，随着香港在中央支持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文汇报对中
央政府方针政策的权威解读以及作为香港与内地之间信息交流、
深入了解的重要桥梁，将起更为重要的作用。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杨健受主任王志民委托，代表中央政府驻
港联络办向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表示热烈祝贺。他表
示，70年来香港文汇报走过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奔向了数
与网，传播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在事关国家和香港的重要时
刻，文汇报从不缺席，敢于亮剑，善于发声，得到了社会各界和
广大市民的充分认可。希望香港文汇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
握机遇、直面挑战，创新手段、创新渠道，大力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发展，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香港文汇报社长姜在忠致辞时
表示，文汇报将以集团整合为契机，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把国家和香
港发展大局的需要，与传播能力的提升有机结合，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和传媒价值，进一步提升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由南来香港的上海文汇报同仁和
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创办。70年来，该报与香港风雨同舟，见证报
道了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同时扎根香港，融入国家，面向世界，目
前除发行日报外，还发展了网站、视频、网络广播、电子屏等平台和
载体，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其海外传播网络也日益扩大。

香港文汇报庆祝创刊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