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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如果没有他
们，我今天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近日
在香港“优秀家庭”评选颁奖典礼上，获
奖家庭代表、21岁的大学生谭家奇向现场
近3000位观众深情说道。

谭家奇小时候患有自闭症，发病时行
为难以控制。他的母亲谭太太回忆，儿子
两岁多仍不会说话。当同龄小朋友忙着上
兴趣班，她儿子上的是治疗班，学说话，
学习与社会接触。母亲跟着一起上课，回
家领儿子练习，对着镜子练发音。孩子会
发脾气，扫走桌上所有物品，家里的镜子
也打破了好几块，母亲都以耐心对待。

照顾儿子很辛苦，社会上异样的目光
更让谭太太闹心。“有时到公众场所，可
能当时的环境令儿子感到恐慌，就会大
叫、乱跑、冲撞，别人以为缺家教，我知
道真正原因，内心十分难受。”

家人一直没有放弃，不断鼓励家奇，
带他参与义工服务，让他照顾一群更小的
自闭症儿童，然后一点点改善。谭太太一
直相信总会守得云开见月明。她认为，自
闭的“闭”字，“门”字里面有个“才”，
门并没有关上，只要努力，假以时日，人
就能走出来！

父母悉心的关怀，让谭家奇重燃斗
志，他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攻读。中学
毕业时，他文凭考试取得佳绩，随后考上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系。他立志钻研医学，
要帮助更多受困于同类疾病的人。他的获
奖感言是：“多点陪伴家人。”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庭美德，促进
社会和谐，香港多个社团首次以“优秀家
庭”为主题举办评选表彰活动。香港的深
圳社团总会、义工联盟、广东社团总会、
福建社团联会、广西社团联会、海南社团
总会、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等联合主办，经
过多轮评审及网络投票，产生 118个优秀
家庭。

颁奖典礼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
主任何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
员赵建凯等为获奖家庭颁奖。活动筹委会
主席李华表示，评选活动以“家庭”为核
心，希望能够从“家”出发，影响更广泛
的社会人群。香港义工联盟主席谭锦球
说，优秀家庭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些获
奖家庭很好地展现了优良的家风以及热心
公益与爱国爱港的精神。

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署理局长陈积志
在致辞时表示，现代社会环境复杂，生活

节奏快，家庭对个人成长十分重要，家人
的支持会给予家庭成员无穷动力。这项活
动通过表扬相亲相爱的模范家庭，也提醒
忙碌的香港人好好“守护家庭”，值得嘉许。

坚守、担当，重言传、重身教，无私付
出、感恩回馈，是这些获奖家庭的共同点。

48岁的何少兰有两个儿子，一个患有
过度活跃症，一个患有自闭症及轻度智
障。她含辛茹苦，尽一切努力把两兄弟抚
养成人，教育他们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
再站起来，一直包容、鼓励、陪伴和支
持，用母爱撑起一个家。功夫不负有心
人，儿子参加国际特殊奥运会，拿到金
牌。何少兰说：“只要坚持不放弃，一定
有出路！”

阮国良、曾玉婵家庭，用行动告诉孩
子天道酬勤的意义。孩子们记得小时候的
情景，母亲做三份兼职，每天早上出门带
三个菠萝包，以为妈妈就爱吃面包，后来
才知道，这就是母亲的早午晚三餐。父母
用心栽培子女，一儿一女以好成绩考取大
学并出国深造。这家人的获奖感言是：

“以身作则，以生命影响生命。”
邓吐凤家庭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尤

其邓吐凤长期亲力亲为照顾老人，并养育

8 个子女，成为医生、会计师、药剂师、
社工、护士、教师。

唐国莲女士一面照顾家庭，一面为事
业打拼，她起早贪黑，有问题自己解决，
有烦恼自己消化，“先做人后做事”，如今
子女成长成才，是她最大的骄傲。

该活动选出金、银、铜奖得主，并从
培育英才、社会公益、温馨和睦、善行孝
亲及坚毅厚德 5 个方面，评选出 118 个优
秀家庭。主办者在设置奖项时，力图挖掘
中华传统优秀家风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人
文精神。筹委会表示，这不仅是评选和嘉
奖，也是向社会中千千万万个家庭致敬，
向日复一日辛劳奉献的“你我他”致敬。

“家传身教，孝悌可风”“长幼亲睦，
天伦偕乐”……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纷纷为
该活动题词表达心愿。在颁奖现场伊利沙
伯体育馆，不少市民代表扶老携幼而来，
场面温馨。有 94 岁老人登台领奖，有歌
星唱起了感恩父母的粤语歌 《真的爱
你》，“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
言地送赠。是你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
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许多人
眼眶湿了。

评选过程中，各社团通过自己的平台
收集、推荐，十分踊跃。他们表示，平时
各社团内就传颂着许多模范家庭的事例，
希望继续举办这类活动，唤起社会各界对
家庭伦理与亲情的重视，进而共建温馨和
睦的社会。活动评选委员萧莫静璇说：

“家内有亲，则成家人；家外有国，则成
国家。愿我们每个人都怀着纯粹的初心，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家人，让家成为更好的
港湾……”

香港评选出118个“优秀家庭”

让 家 成 为 更 好 港 湾
本报记者 连锦添

11月 19日，为期 6天的第
十五届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开幕，百余支代表队将集中
展示约 2000 套蒙古族服装服
饰。本届艺术节主题为“亮丽
内蒙古·霓尚草原”，主要包括
开幕式、蒙古族服装服饰大赛
等活动。

图为模特在展示蒙古族服
装服饰。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毛鑫） 记者日前从广东省
珠海市横琴新区管委会了解到，横琴新区启动开发近
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从2.8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83.6
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8.32%，对澳门合作成果丰硕。

2009年1月，中央宣布开发横琴岛，当年8月，横
琴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 年 7 月，中央赋予
横琴“比经济特区更特殊”的优惠政策，明确横琴重
点发展旅游休闲、商务服务、金融服务、文化创意、
中医保健、科教研发和高新技术七大产业。2015 年 4
月横琴自贸片区正式挂牌。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近十年来，横琴这个“蕉
林绿野，农庄寥落”的荒岛发生历史性巨变：固定资
产投资翻了20.6倍，吸收利用外资翻了972.7倍，一般
公共预算翻了138.3倍……

近十年来，横琴始终把深化对港澳合作，特别是
对澳合作作为首要任务，在基建对接、通关便利、产
业合作、服务一体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截至今年 10
月底，在横琴注册的港澳企业有 2633家，其中澳门企
业1327家。

其中，粤澳合作产业园已有 27个项目签订项目合
作协议，22 个项目取得项目用地，18 个项目开工建
设，落地项目涵盖商务服务、休闲旅游、文化创意、
电子商务及仓储物流等产业领域。

当前，港珠澳大桥已通车，港珠澳大桥延长线已
率先建成，横琴成为内地唯一与港澳同时陆桥相通的
自贸区。据介绍，总投资260亿元人民币的横琴口岸及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也将于2019年底具备通关条件。届
时，广珠城际轨道将在横琴口岸与澳门轻轨实现对接。

横琴对澳门合作卓有成效横琴对澳门合作卓有成效

“看，那个‘海峡 20’的造型是用
花朵摆出来的，姹紫嫣红，真是好看！”

“对啊，我们来照张相吧！”
……
两位女士所说的“海峡 20”造型，正

是第十届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第
二十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 （简称“农
博会·花博会”） 上的一处标志性展
览。11月18日，这场花团锦簇的活动在
福建省漳州市东南花都开幕。

作为全国第一个冠名“海峡两岸”
的农业经贸盛会，“海峡”二字绝不是
说说而已，也不是在展会上用花卉摆造
型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有着数不清的
海峡两岸的交流故事，展现着割不断的

“漳台情缘”。

台企台商参展忙

进入主大门，成片的一串红“点
燃”了入口广场，巨型花篮里繁花泛
彩，芳香满溢；迈入一号馆，来自海峡
两岸20多个专业门类、2000多个品种的
近7000盆 （件） 奇花异草争先亮相，沁
脾馨香扑面而来。“今年的花博会，美
得格外惊艳，也格外温情。”来自台湾
的花艺师张滋佳由衷感叹。

不只是张滋佳，其他的台商台企也
都忙碌着农博会·花博会的活动。他们
有的在布置摊位，有的在忙介绍，有的
在补充物资，辛苦并快乐着。在漳浦台
湾农创园展区，台湾钜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精心维护着现场的蝴
蝶兰。错落有致的造型，五颜六色的搭
配，让众多观众纷纷停下脚步，用相机
将眼前的美景定格。

为了让台湾元素在农博会·花博会
上充分展现，2 号展馆特设台湾展区，
占地 1500平方米，设有 59个标准展位，
展示了台湾高山乌龙茶、牛樟芝、咖啡
等200多种台湾特色农副产品。

据悉，本届农博会·花博会由农业
农村部、国台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
国贸促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和福建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美国、加拿大、
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以及国内 20 多个省
份和台湾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

三角梅牵起“漳台缘”

“哇，那个孔雀开屏真好看，快来
照相！”顺着声音，记者来到了入口广
场一侧的“孔雀舞屏”大型花卉组景展
区。在这里，银叶白、重瓣红等万余盆
各色精品三角梅次第铺开，打造出两只
孔雀王的“花羽盛装”，十分惊艳。

“我种三角梅已经有 40 多年了，凭
借这个爱好，我和大陆、和漳州的很多
人都成了好朋友。这次一说可以来花博
会，我和岛内不少三角梅种植者都很兴

奋。很快我们就聚集了20多人，组团来
漳州参加活动。”采访中，来自台湾嘉
义的林继志告诉记者，到了花博会现
场，他发现漳州的三角梅种植规模远远
大过台湾，同时大陆的市场潜力也很
大。而台湾的优势在于种植三角梅的技
术和经验。“我们希望通过研讨交流，
把更多的种植技术、培育情况告诉漳州
的同行，让两岸种植者一起合作，把三
角梅种得更好，卖得更多。”

在本届农博会·花博会上，三角梅
是不可错过的亮点。据统计，园区各处
共有近百件三角梅花艺小品，一团团一
簇簇迎风热烈绽放，用芬芳花香喜迎八
方宾朋。同时，圆山文化中心 （博物
馆、艺术馆、规划展示馆） 前的中央广
场也同步举行三角梅展。

据了解，漳州是我国三角梅主产
区，在福建省三角梅产业中所占比重超

过八成。目前，漳州市三角梅种植面积
已达 2 万多亩，品种从单一传统品种增
加到近 300 种；从业人员从不到 1000 人
增加到3万多人，生产企业达1000多家。

20载花博创双赢

“这次展会我们重点是推销自己的
百香果，这种黄色的百香果是改良品
种，适合直接食用。种子和技术就是从
台湾团队引进的。”余天水是天野农夫
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说，自己
在家乡和当地村民一起创业做水果种
植，部分品种就是从在漳浦台湾农创园
的台湾农业团队手上获得的。希望通过
展会他们能拓宽销售渠道，生意更红火。

余天水的经历，透露着漳台两地合
作的紧密，透露着漳州花博会·农博会
上丰富的台湾元素。这样的例子在漳州
还有很多。

据统计，农博会·花博会秉承“花开两
岸、合作双赢”的办会宗旨，在过去的十九
届展会里共吸引了2300多家台湾企业组
团参展考察，9000多位台湾嘉宾及客商参
展参会进行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

随着花博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漳州
先后设立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首个

“海峡两岸新型农民交流培训基地”，成
功吸引 270 多家台资农业企业入驻投资
兴业，并累计培训漳台学员2199名。特
别是设立在花博园里的漳州兰花 （洋
兰） 培育中心，聚集了世华兰园、镇宇
生物科技、泰吉农业、富圣科技、钜宝
兰园等 10 多家台资花卉企业合作发展，
建立起约20万平方米的玻璃温室。

目前，漳州已累计引进台湾农业良
种 1800 多种，其中大面积推广的有 100
多种，推广面积 100 多万亩；引进台湾
各 种 先 进 农 业 加 工 设 备 8000 多 台

（套）、农业种养加工技术900多项。
（本报漳州11月19日电）

花为媒 漳台合作结硕果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吴亚明

花为媒 漳台合作结硕果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吴亚明

图为第二十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现场。 本报记者 柴逸扉摄

蒙古族服装服饰

艺 术 节 开 幕

据新华社澳门11月19日电 （记者胡瑶） 在 2018
阿里巴巴全球诸神之战创客大赛中获全球总冠军的澳
门青年创业者，19日在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分享了
夺冠的经验和心得，多名澳门创业人士参加。

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董事长崔世平在分享会上
说，澳门项目能在赛事中问鼎，是澳门科创项目蕴含
实力的象征，相信将鼓励有实力、有梦想的科创同路
人砥砺前进。孵化中心将助力更多有潜力的创业团队
多闯多试，积极对接更多高质量的海内外比赛，推动
更多团队“走出去”，促进澳门创新驱动发展。

在大赛中获全球总冠军的纳米银柔性透明导电材
料项目负责人雷震，分享了项目的发展历程和经验。
据他介绍，该项目主要提供轻薄透明、柔性可弯折的
纳米银系列产品，应用在柔性触摸屏、薄膜发光路
牌、超薄动态广告牌等产品上，市场前景广阔。他
说，目前已有计划成立粤澳柔性电子研究院，创建粤
澳两地在硬件科技合作方面的示范基地。

2018 阿里巴巴全球诸神之战创客大赛全球总决赛
11月15日在杭州揭晓最终结果。来自澳门的纳米银柔
性触控项目从53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球总
冠军。

澳门青年创业者
分享创业大赛夺冠经验

澳门青年创业者
分享创业大赛夺冠经验

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王丰） 减少瘢痕形成的
“平疤贴”，在建筑工地自动行走、肩负不同任务的
“智慧型建筑机器人”……近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十届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简称高交会） 上，香
港科技展团带来一大批科技创新精品，吸引了众多参
观者。

据了解，香港贸易发展局联手香港软件行业协
会、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创新科技署等多个香港科创
机构、科技社团，组成香港科技代表团参加本届高交
会。在高交会1号馆，香港贸易发展局携手香港创新科
技署设立香港科技展区，香港软件协会则设立香港智
慧城市优秀项目展区。

在香港科技展区，香港理工大学展出了“平疤
贴”“新一代精氨酸消耗性高效抗癌药物”等医学创新
产品。展区负责人朱欢欢告诉记者，“平疤贴”曾在瑞
士日内瓦举行的“第45届国际发明展”上获得特别大
奖，这款产品特别针对由烧伤、手术和外伤所引起的增
生性瘢痕而设计，能紧贴身体曲线和轮廓，均匀施加压
力，减少瘢痕形成，同时防止受伤皮肤的水分流失。

在香港智慧城市优秀项目展区，奥马迪机器人有
限公司展示了一款“智慧型建筑机器人”。公司 CEO
李伟民介绍，这款机器人能根据要求在建筑工地自由
行走，肩负钻孔、打凿、打磨、喷涂等工作。

“目前，我们的产品在香港建筑领域已经应用很广
泛，希望通过这次展示，吸引内地客户的目光，让我
们的产品进入内地建筑市场。”李伟民说。

香港科技展团惊艳高交会

11月18日，辽宁省沈阳市南京街第一小学的学
生在沈阳玖伍文化城参加活字印刷体验课，通过选
字、排版、上墨、印刷等工序，感受古老印刷术的
独特魅力。

图为小学生在体验“活字印刷”。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体验活字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