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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重建 共同课题

2013 年，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继 2008 年汶川大地
震后再次发生七级地震，公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
重受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澳门这两年则
接连遭受“天鸽”等台风侵袭，灾后的满目疮痍给民众留
下难以磨灭的惨痛忆记。如何做好防灾减灾、震后重建
和整体规划，澳门和芦山有很多可以共同探讨的话题。

在芦山地震 5 周年之际，参访团一行参观了芦山
地震纪念馆。展馆以“新路”“新生活”为主题，以大
量实物、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表现抢险救灾和
灾后重建的成果，生动讲述了震后芦山的重建历程。

接着他们又来到龙门新村。龙门镇位于芦山地震
震中。经过各级政府领导和多方援助，不到 3年，这
个重灾区就建设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镇村
一体、产村相融，“家家有铺面、户户搞旅游、人人有
就业”的4A级旅游景区。

团员凌子俊认为，澳门可以从四川地震的灾害管理
中吸取经验，认识社会规划对防灾治害的重要性。他打
算把在成都天府新区学到的社会规划经验，还有在雅安
市学到的对灾害忧患的管理经验带回澳门，思考如何引
领澳门的社会规划向着造福大众的方向发展。

团员卢绮琳则表示，在芦山地震后的灾害应变及恢
复重建过程中，从高效有序的救灾工作，到重建规划带来
的新发展新景象，再到当地居民表示出百折不挠的精神，
都令人敬佩。联系去年台风“天鸽”袭澳，澳门也应该吸取
教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此行正好向雅安市借鉴。

熊猫牵线 探访保育

到了四川，拜访大熊猫是一定不能错过的行程。
四川是我国国宝大熊猫的育儿场，国家送给澳门

的大熊猫开开、心心就来自成都大熊猫繁殖研究基
地，之后“开心”家庭又在澳门诞下熊猫仔健健、康
康。此次，团员们走进成都大熊猫繁殖研究基地，一
饱眼福。在参观结束后，团员们还带着许多好奇的问
题与基地专家杨奎兴进行交流座谈，包括熊猫的食物
供应、繁育情况、生活环境、对饲养员的要求等。

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立的一座
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古蜀文明的博物馆，展
示了古蜀文明的考古现场、社会生活、宗教祭祀、文
化背景等。团员们为成都历史的源远流长深感震撼，
增加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与民族自豪感。

团员叶烱康说，通过参观金沙遗址博物馆，不但
深入了解到古蜀的文化习俗、历史渊源，而且从中领
悟到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平台的建设，在不同文化的碰
撞下将产生新的创造力，这对于拥有浓厚中葡历史文
化氛围、拥有众多“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来说更是
一个重要启迪，相信将增强澳门市民日后对澳门公共
政策、建设及发展的参与意识，共同推动社会发展。

团员余诗敏认为，成都秉承因地制宜的理念，科
普教育以人为本，让全部市民自发参与成为保育贡献
者，为和谐有序的社会建设奠下扎实基础。希望澳门
青年也都能将知识转化成理念与行动，共同成为澳门
社会发展的参与者。

同龄同业 共创未来

在成都的最后一天，交流团一行前往中国银行四
川分行营业部，进行交流座谈。

总结会上有团员发言表示，这次参访行程内容
丰富，获益良多。相信通过这样的参访交流，会对
未来工作带来很大提升。团员何香薇说，古语有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川之行使我对中国文
化、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前人所创造的成
就，还需我们年轻一辈继续传承下去，为下一代创
造更美好的未来。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也带队参加了
本次参访行程，他说，四川与澳门两地文化相近，社
会氛围和谐，两地民众交流频繁。澳门社会工作经验
丰富，虽然四川的社会工作发展较迟，但近年急起直
追，规范化、理论化做得好，具有后发优势，希望两
地社会组织互相学习交流。

据了解，自 2016 年 3 月启动的“千人计划”，是
澳门特区政府青年政策的重要举措。此计划由行政
长官办公室牵头、澳门基金会负责执行，国家教育
部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协调支持，目的是通过每
年组织 1000 名澳门青年学生赴内地各省市开展多元
的学习交流活动，让他们开阔视野，深度了解国
情，传承爱国爱澳精神，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
特区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推动澳门的发展储备
人才。

（本报澳门电）

参访内地收获多 建设濠江启发多

澳门“千人计划”访川团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苏 宁

为期6天的澳门“千人计划”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青年协会代表团四川参访之旅近日落下帷
幕。30多名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在成都天府新区、芦山地震纪念馆、成都大熊猫繁殖研究基
地、都江堰等地，留下了观摩、考察的足迹。

在与四川省青联和中银四川分行的交流、座谈中，团员们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国情的认
识。正像参访团团长、中银澳门青年协会会长林绮玲说的那样，澳门地方小，难免局限青年人
视野。“千人计划”是一个好计划，有利于澳门青年了解国情，开拓眼界。

“奋斗青春、放飞梦想——共建粤
港澳大湾区青年论坛”近日在澳门开
幕，140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政府
官员和青年代表聚首澳门，共商大湾区
青年发展新机遇。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
晓明、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
郑晓松、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
员沈蓓莉、广东省副省长张光军以及香

港特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
州、东莞、中山、江门及肇庆等政府领
导出席了开幕仪式。

崔世安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展望
未来，青年人的发展需要粤港澳大湾区
的平台机遇，而大湾区建设更需要青年
人的传承接力。青年人既要把握好大湾
区发展的红利，也要承担起大湾区建设
的使命。

崔世安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

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粤港澳合作的高度重
视和亲切关怀，为粤港澳三地、特别是
为广大青年朋友，带来了承前启后的发
展机会。大家要全力以赴，为大湾区青
年的成长、成才、成功创造良好条件，
正如青年论坛的举行，就是为大湾区青
年增进友谊、凝聚智慧、共同发展，搭
建交流合作平台。

张晓明指出，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广
大居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特别是为大
湾区青年拓展发展新机遇、新空间，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初衷之一，也是中
央政府和粤港澳三地政府近期出台的、
与大湾区有关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有关政策措施为港澳青年
到内地就学、就业、创业和生活提供了
便利条件，为港澳青年参与共建大湾区
提供了重要保障。

张光军对大湾区青年代表提出三点
建议：要发挥自身所长，提出务实可操
作的政策建议，共同为大湾区建设出谋
划策；要共同参与，推动大湾区青少年
交流活动纵深发展，使更多青少年参与
到大湾区建设中；要付诸行动，掀起大
湾区青年创新创业热潮，政府也将积极
推动建设更多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提供

更大的平台、更好的条件、更优质的服
务。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
华说，通过本次青年论坛，可研讨粤港
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和机遇，也可促进
大湾区内的青年交流。香港特区政府会
继续提升有关支持力度，并与大湾区各
市以及更多团体和企业加强合作。欢迎
大湾区各市青年到香港，共同探讨更深
入的合作。

论坛开幕式上，来自不同界别的30
名澳门青年代表签署并宣读《澳门青年
投身大湾区建设倡议》，倡导全澳青年
要展现担当，弘扬爱国爱澳传统；服务
国家所需，发挥澳门所长；融入国家发
展，扩阔国际视野；珍惜发展良机，勇
于追求创新；助力民心相通，合力建言
献策，共同肩负起建设大湾区的重要使
命。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
蒙德，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旅游发展局
主席林建岳，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
主席、阿里云之父王坚，奥运跳水冠军
郭晶晶和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
发展局局长米健进行主题发言，并与现
场的大湾区青年代表热烈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共商发展新机遇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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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浙江省湖州
市 长 兴 县 龙 山 幼 儿 园 开 展

“童心暖重阳，匠心我传承”
为主题的重阳节活动。孩子
们和爷爷奶奶们一起参与舞
狮闹重阳、祖孙绘重阳、太
极舞童趣等游园活动，在活
动中感受和传承传统文化。

图为龙山幼儿园的孩子
和爷爷们一起舞狮子庆祝重
阳节。

许斌华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近日从香港贸易发展局了解
到，第十三届国际环保博览将于10月25日至28日在香
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来自 19 个国家及地区的 330
家参展商将展示多项绿色和科技产品。

本届博览以“减废节能·共创低碳未来”为主题，将
设“绿色建筑及能源效益”“废物处理及循环再造”“绿色
运输”等9大专区。其中，“初创专区”将迎来20家初创企
业参展，“大湾区专区”为配合特区政府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蓝图而设，展示大湾区内各城市的环保商机。

博览聚焦减废节能，参展商推出多项高科技绿色
产品，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便利。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环
境研究所的“个人化实时空气污染风险信息系统”可
预测每条街道的高解析度空气质量，让居民灵活规划
选择空气更为干净的道路出行。

据香港贸易发展局介绍，展商中不乏年轻人的身
影。由一群香港年轻人创立的“青 BB 环保创意团队”
利用树叶制作餐盘，以取代塑料纸盘，并用蜂蜡制造
的保鲜布取代保鲜膜和塑料袋。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与其他 B2B
（企业对企业） 或 B2C （企业对客户） 的博览不一样，
国际环保博览不但要成为促成贸易配对的 B2B 博览，
还要成为让企业与政府沟通、政府与政府之间交流的
B2G和 G2G平台。此外，环保展览还肩负着公众环保
意识教育的责任。

据悉，博览最后一天为公众开放日，免费开放给公
众入场参观。本次博览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法兰克福展
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协办。

新华社台北10月15日电（记者刘欢、吴济海） 台
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6 月底，台湾仅老年人居住者宅数逾 52 万，近十
年增加57%，显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

台湾老化指数 （即老年人口对幼年人口比） 2017
年 2月底首度破百至 100.18，表明老年 （65岁及以上）
人口数已超越幼年 （14 岁及以下） 人口数，2018 年 9
月底更升至110.56，老龄化程度愈加显著。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时称为“高龄化社
会”，达到14%是“高龄社会”，达到20%则称为“超高
龄社会”。台湾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今年3月底达
14.05%，相当于7个人中就有1位是老人，台湾正式步
入“高龄社会”。

数据显示，台湾老年人口数自2009年底的245万，逐
年递增至 2018 年 9 月底的 338 万，已占总人口数的
14.35%。其中女性老年人口183万，男性老年人口155万。

据统计，台湾人平均寿命自2009年的79.01岁上升
至 2017年的 80.39岁，8年间增 1.38岁。随着人口老龄
化趋势显著，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仅老年人居住的住
宅数量也跟着逐年增加，包括一人独居、老夫妻同住
或其他情况等。

统计表明，台湾仅老年人居住者宅数由 2009年底
的33万，增加至2018年6月底的52万，占台湾总宅数
的 7.5%，较 2009 年底增加 57%。以各县市户籍登记老
年人口分布来看，截至9月底，台湾老年人口以新北市
占最多、台北市其次、高雄市居第三。

粤港澳文献展再现中西交流史

香港将举行国际环保博览
展示多国绿色科技产品

10月1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特色
小吃馆”授牌仪式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行，杏
花楼、大壶春、城隍庙小吃、牛奶棚等上海当地久负
盛名的特色小吃点心店在小吃馆集中亮相，让参加进
口博览会的中外来宾品味上海传统美食，感受中国饮
食文化。图为体验者在装饰成上海老街道样式的店堂
内选购小吃。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进博会上品味上海老传统进博会上品味上海老传统

台湾人口老龄化显著

老年居住者宅数十年增六成

据新华社澳门10月15日电（记者胡瑶） 澳门大学
伍宜孙图书馆近日展出了粤港澳地区的多家图书馆及
文献机构出借的珍贵藏品，再现澳门在400年中西文化
交流与融合中的独特历史。

记者 15 日来到澳门大学伍宜孙图书馆五楼展厅。
展示的文献共分为七个主题，包括咫尺天涯、雾里看
花、西教东传、语海津梁、纷至沓来、日新月异和渔
樵耕读，汇集了粤港澳地区有关澳门的古老文献。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国画家钱纳利笔下 19世
纪初期澳门的社会生活场景。作为一位对近代中西绘
画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的西方画家，钱纳利人生最辉煌
的27年是在澳门度过的，大量画作见证了澳门的发展
和历史。两百年前的大三巴牌坊、妈阁庙、炮台，在
他的笔下栩栩如生。

另一珍贵的展品是1815年印刷的《华英字典》，这
是世界第一部英汉与汉英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最早使
用西方活字印刷术印制的中文书籍，由英国传教士马
礼逊编写。该字典和最早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葡文

《蜜蜂华报》共同展出，生动再现了中西文化通过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与融合。

澳门大学图书馆表示，这些展品极具代表性，不
仅对了解澳门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还有助于对整
个中国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