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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4月 3日电 （记者陈
然） 国际机场协会2019年全球周年
大会 3 日在香港正式展开，吸引逾
8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机场及航空
业领袖、专家及专业人士出席。本
届年会以“未来机场始于足下”为
主题，会期三天，香港国际机场首
次担任主办方。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会议开幕致辞表示，香港国际机场
位处“双门户”的中心，连接粤港
澳大湾区与全世界，并为多个邻近
航点提供畅顺的空陆、空海交通联
运安排；未来的愿景是将城市的机
场建设成为机场城市，实现庞大的
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地位。

国际机场协会理事长马丁·欧
耐基介绍年会时说，鉴于航空旅
运需求日益增加，业界代表将评
估 未 来 前 景 ， 并 举 行 专 题 研 讨
会，议题涵盖飞机运作的主要发
展、面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及适
应力、顾客体验管理以及机场保
安的创新技术等。

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林天
福表示，香港国际机场正扩建相关
航站设施，包括第三跑道工程、新
行李运输系统及飞机泊位等，预计
2024年相继投入服务。

据了解，国际机场协会是代表
全球1953个机场成员共同利益及推
动卓越机场管理的业界组织，其全
球周年大会由5个地区轮流主办。

香港举办国际航空业领袖会议

本报台北4月 3日电 （记者孙
立极、王平）“反殖民与台湾光复
——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巡回
展”第 31 站 1 日在苗栗县铜锣乡中
兴小学开幕，铜锣中平村民众以及
中兴小学师生等逾百人参加。

本次展览展出珍贵图文史料
150帧以上，具体呈现1895-1945年
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民众
在各个时期的反抗行动与牺牲，尤
其突出展示了苗栗铜锣地区抗日先
辈丘逢甲、吴汤兴、邱国霖等人以
及罗福星事件的光荣历史。

辜金良基金会董事长、策展人蓝
博洲表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抗日
历程能够在铜锣乡展出别具意义。客
家地区在乙未反日侵略战役中牺牲
最惨烈，同时也是抗日最激烈的地

区，此后自武装抗日到文化抗日，皆
有大量客家子弟的投入。他说，该展
览目前也持续在大陆各地巡回展出，
期盼两岸人民能够通过共同理解历
史进而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
潘朝阳介绍了铜锣乡亲的抗日历
史，并痛斥岛内政客刻意操弄“去
中国化”中学历史教科书。

中兴小学校长李国海说，此次
展览以丰富的图文介绍了日据时期
到光复的台湾历史，“只有了解了自
己乡土的过去，才能够知道如何正
确地迈向未来。”

本次展览由辜金良文化基金
会、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中
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中兴小学
共同主办，将持续至4月21日。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走进苗栗

本报北京 4月 3日电 （俞晓）
据中国公安部官网 2 日消息，香港
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出任国家禁毒
委员会副主任。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 1 日
会见曾伟雄时指出，中国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坚决打击各类
毒品犯罪。今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
180周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 110
周年。当前国际毒品形势仍然严
峻，对世界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
胁。国家禁毒委员会研究决定增
补曾伟雄先生为副主任，充分体
现了中国政府和警方厉行禁毒的
决心。

王小洪表示，曾伟雄在担任香
港警务处处长期间，在打击犯罪、

保护香港民众安全方面作出了特殊
贡献，特别是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
显示出了魄力和担当，希望他利用
职业所长，继续为国家禁毒事业作
出贡献，为推进全球毒品共治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曾伟雄表示，中国曾经饱受毒
品之害，当今世界又面临毒品威
胁。他为担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
任倍感荣幸，责任重大，将全力以
赴，认真履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
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为打赢新时代
禁毒人民战争贡献力量。

公开资料显示，曾伟雄1958年
出生，1978 年加入香港警队，2011
年 1 月 11 日至 2015 年 5 月 4 日担任
香港警务处处长。

香港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
出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通车后的港珠澳大桥，成为伶仃洋上一道
优美的风景线。人工岛、中国结、风帆塔、海
豚塔靓丽夺目。这个显著的地标性建筑群，不
仅充分彰显建筑之美和艺术之美，更是构建粤
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关键一环。

2018年10月通车，至今已近半年。当我们站
立桥头，看着车来车往，一边畅想着大湾区的美
好未来，一边感叹这项被外媒称为“新世界七大
奇迹”的工程时，也别忘了它的缔造者——孟凡
超们长达十几年的耕耘与浇筑。

作为我国桥梁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环保
要求最高、建设标准最高的“超级工程”，港珠
澳大桥是总设计师孟凡超心目中“力与美”的
化身。但并不满足的他，豪气十足地对记者
说，“设计港珠澳大桥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讲，
是事业的高峰，但不是顶峰”。

“为的就是这一天”

大学毕业后，纵横桥隧领域30余年，孟凡
超先后主持或参加设计20多座国家级特大型桥
梁工程。说出来，都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黄石长江公路大桥，南京长江二桥、三桥，杭
州湾跨海大桥，西堠门大桥……但俱往矣，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18 年 10 月 24 日，历经 6 年前期设计、9
年建设，全长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的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
由香港至珠海、澳门的车程，从 3 个多小时缩
短至45分钟左右。

亮眼成绩的背后，凝结着孟凡超及其团队
的智慧与汗水。早在2004年初，孟凡超就带领
团队开展大桥可行性研究。他告诉记者，由于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并连接粤港澳三地，是
一座跨越“一国两制”区域的世界超级跨海交
通通道，前期研究本身就是复杂而庞大的系统
工程。

勇者知难而上。孟凡超退休前有许多名
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交公路规划
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但最响亮的名号

就是一个：“桥痴”。
身边同事说他平时是“工作狂”，出差每到

一处先看桥，生活中好像只剩下桥了。到了港
珠澳大桥施工图设计期，任务重时间紧，孟凡
超曾连续 3 个月带领团队起早贪黑赶工。积劳
成疾的他住院接受手术，回京短暂休养期间仍
遥控现场设计，没过多久又奔赴一线投入工作。

跟记者谈起来，港珠澳大桥每一项规划设计
的细节与创新，孟凡超都如数家珍。对于大桥的
开通，他说，“一辈子干这个，为的就是这一天”。

“中国迈入强国行列”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桥梁技术快速发展，大
跨度复杂结构桥梁的设计和建设有了长足进
步。虽然早已确立桥梁大国形象，但港珠澳大
桥的复杂性和技术难点之多都是空前的。这是
一个曾经被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无法做到”
的工程。

面对挑战和现实困难，在孟凡超带领下，
港珠澳大桥设计团队提出了“大型化、工厂
化、标准化、装配化”的创新建设理念。不同
于其他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如“搭积木”一
般拼装成型。

有了这个开创性的思路，科学家和工程师
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建成通车，同时创造了
454项专利，并在海中人工岛快速成岛、沉管管
节工厂化制造、海上长桥装配化施工、120年耐
久性保障、环保型施工、新材料开发及应用和
大型施工设备研发七大领域实现了关键技术突
破。这就是“超级工程”背后的“超级创新”。

或许，只有像孟凡超这样的亲历者，才懂
得“超级创新”背后的突破、艰辛与荣耀，珍
惜关键技术握在自己手里的意义。在孟凡超看
来，港珠澳大桥的成功建成，“标志着中国迈入
世界跨海交通通道建设的强国行列”。

2018年，16级超强台风“山竹”席卷广东
沿海，刚刚建成的港珠澳大桥经受住考验，一
切正常。

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东人工

岛接见了孟凡超等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代表。
习总书记强调：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
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
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
族志气。

字字句句说到了打造这一“国之重器”的
孟凡超心坎里。

“能为国家做更多贡献”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有三座通航孔桥、七
座桥塔。九洲航道桥“风帆”双塔、青州航道
桥“中国结”桥塔、江海直达船航道桥的“海
豚”塔尤其引人瞩目。

“不仅要建一座能跑车的大桥，还要建成一
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将建筑结构与景观艺术融
为一体，这是设计的最高境界。”孟凡超说，港
珠澳大桥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标，大桥第一高
塔青州航道桥是港珠澳大桥的主要标志之一。

“我在设计中用‘中国结’的文化符号，寓意三
地共创粤港澳大湾区美好未来。”

孟凡超将港珠澳大桥的通车运营，形容为
亲手养大的孩子走向社会为国家服务。如今，
港珠澳大桥迎来送往，见证着粤港澳三地日益
紧密的融合发展。圆满完成使命的孟凡超，也
将踏上造桥事业的新征途。

孟凡超对记者说，桥梁高质量发展技术与
理念的推动工作，将是他接下来主攻的方向。
今年刚刚退休的他告诉记者，年满六十不应成
为职业生涯的终点，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出
更多的贡献”。

“我们这代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事，想立功，
可是也要赶得上时代。”孟凡超认为，并不是所
有人的职业生涯都能够有这样的际遇。

如今，除了桥梁高质量发展技术与理念的
推动工作，孟凡超还关注并渴望实现的梦想有哪
些？他告诉记者：“希望琼州海峡、渤海海峡，乃至
台湾海峡的跨海通道建设早日提上日程。”

看来，作为“桥痴”，他的造桥梦是永不止
息的。

“中国结”寓意共创大湾区美好未来
——访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张 盼

一大早，54岁的孙文衍便在猪舍里忙活起
来。配置好饲料后，他开始亲手投喂，看着喂
养的生猪长势良好，颇感欣慰。

孙文衍出生于台湾台中市，已在湖北荆门
生活了 8年。从 IT行业跨界生态养殖，很多人感
到不解。但他说，从事生态养殖，自己不后悔。

来荆门之前，孙文衍在台湾从事IT终端销
售工作，年收入在60万元人民币左右。但他从
小就对循环产业和生态种养比较有兴趣。2009
年，他结识了湖北钟祥姑娘，两人结为伉俪。
工作生活之余，妻子经常给他讲起家乡湖北的
山山水水，这更是让孙文衍向往不已。

有一次陪妻子回乡省亲，他感受到大陆在
发展生态养殖上潜力巨大，于是作出了一个大
胆决定：辞去工作，和妻子回老家发展，圆自
己生态种养梦。

妻子王长秀老家在钟祥市双河镇巷冲村三

组，孙文衍决定在当地开办一家生态养猪场。
“半路出家”从事生态养殖，孙文衍面临重重挑
战。他在网上学习养猪知识，并请教在台湾从
事生态养殖的朋友。迅速熟悉周围环境后，他
与当地养殖农户交流，不断摸索、改良，形成
了自己的一套养猪经验，成了真正的“猪倌”。

据介绍，孙文衍大力推广益生菌养殖技
术。他将小麦、玉米、酒糟粉碎后，加入特制
的微生物菌浸泡发酵后当作主料喂猪，经过益
生菌浸泡处理后的饲料能抑制病源微生物的感
染和繁殖。在处理猪粪时，孙文衍也加入微生
物菌进行发酵，使猪厂闻不到异味。

经过几年摸索，孙文衍的养猪场慢慢走上
了正轨，从最开始十几头猪，到后来百余头
猪，孙文衍几乎用光了自己与妻子积攒的全部
积蓄，也吃尽了苦头。为了办好猪厂，他把床
安在猪圈，白天黑夜把猪当成孩子一样照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文衍的付出得到了应有回
报，也坚定了他养猪致富的信心。

在随后几年里，孙文衍陆续扩大养殖规
模，采取废物利用方法，种植了蔬菜、开辟了
鱼塘。随着养猪规模不断扩大，孙文衍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户。

2017年，经朋友介绍，孙文衍结识了湖北
京山一家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有
资源，一个有技术，两人相谈甚欢。对方提出
高薪聘请他做技术指导。经过实地考察，孙文
衍答应了请求。

“希望有一天能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生态养
殖。”孙文衍说，传统养殖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无论多难，他都会坚持。

他已经将湖北荆门当成了第二故乡。有了
当地政府支持，他表示，会在这里奉献自己毕
生的心血和智慧。

从IT业到生态养殖

台胞扎根大陆玩跨界
梁 婷

本报泉州 4月 3日电 （雷蕾）
两岸合编语文教材研修交流暨闽台
中小学校长论坛 2 日在福建泉州七
中开幕，来自台湾苗栗县、桃园
市、新北市等地近20所台湾中小学
的校长、教师以及10多所福建中小
学的校长共100多人参会。

会上，两岸合编高中语文教材
（第5册） 新书正式发布，并举行泉
州七中与苗栗县乌眉中学、泉州鲤
城区实验小学与新北市淡水小学缔
结姊妹校的签约仪式。

2014 年以来，福建师范大学联
合台湾中华文化教育学会，集聚两岸
著名专家学者，率先实施两岸合编高
中语文教材项目。截至目前，合编教
材已经在台湾完整出版四册，台湾达
人女子高级中学、台北市立万芳高中

等 10 多所中学使用或试用该教材，
台中教育大学等10多所学校的图书
馆以及80多位中学教师领用了此教
材，受到台湾中学教师和学生青睐。

“两岸合编高中语文教材项目开
展近5年，成效日益显著。”福建师
范大学副校长郑家建教授表示，希
望两岸的青年学子能够以经典为纽
带，更好体悟中华文化的魅力，更
好传承中华文化的基因，共享中华
传统文化优秀资源，共建两岸心灵
契合、融合发展的文化家园。

本次活动由福建师范大学主
办，台湾中华文化教育学会、台湾
南一图书出版公司、台湾万卷楼图
书出版公司、泉州市教育局、泉州
市鲤城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协
办，将持续至4月7日。

闽台中小学校长论坛在泉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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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州 田 园 景 如 画

4月3日，雨过天晴，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乡村的田园在远山、村
落的衬映下如梦如幻。自全省启动美好乡村建设以来，徽州区将美好
乡村建设与村庄风貌整治、“三线三边”整治工作、绿色质量提升、

“一村一品”工程相结合，努力把广大乡村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
福美好家园。 潘 成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