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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正将人才培养与教育合作作
为发展核心引擎之一，共享优质课程、联合培
养人才、共建联合实验室，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发展，共同谱写建设教育强国的湾区
篇章。

2024 年 12 月 9 日，澳门大学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新校区开工，预计于 2028 年投入使用。
10 年前，澳门大学师生从占地仅 0.05 平方公里
的氹仔校区迁入横琴校园，面积扩大至 1.09 平
方公里。目前，澳门大学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实
验室，学生规模约 1.35 万人。在大湾区教育合
作的背景下，澳门大学率先实现了独立模式的
延伸办学。

2024 年 10 月 14 日，在毗邻白石角海滨的香
港科学园，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正式揭牌
成立，这是中国内地高校在港设立的综合性研
究机构。

中山大学还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等香港高校签署了一系列在医学、
医工交叉、能源技术、生物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近年来，香港、澳门多所高校率先在大湾
区设立分校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了香港中文
大学 （深圳）、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香港城
市大学 （东莞） 等学校；深圳大学、中山大学
等内地大学也把研究机构开到港澳地区。内地
与港澳的双向奔赴，为中国高等教育突破过去
的资源、人才瓶颈提供了新契机。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驱
动教育方式变革，大湾区探索创新开放共享的
办学模式，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
程联盟，汇聚 7700 多门优质课程，面向大湾区
高校开放、共享。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如鹏说，要深入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支持广东省高校
在港澳设立教学科研机构，加大粤港澳高校联
合开展研究生培养和重大科技攻关的力度。

除了高等教育，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教育领
域的合作也在深化。2024 年 11 月 9 日，位于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正
式落成启用。据介绍，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
是“澳门新街坊”配套教育项目，也是内地第
一所澳人子弟学校。“澳门新街坊”项目是粤澳
两地携手合作、在合作区开展的首个为澳门居
民建设的综合民生工程，项目融合优质居住空

间、教育、卫生及社会服务。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

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的设置不仅具有澳门课
程特色，校内的澳门学生也同样享有趋同澳门
免费教育的待遇。澳门特区政府未来将持续与
合作区执委会紧密合作，不断优化“澳门新街
坊”项目的民生配套服务，继续支持学校开展
中学校舍建设，打造从幼儿园至高中的“一条
龙”教育服务，为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提供
更加便利的条件。

目前，广东已有包括澳人子弟学校在内的
12 所港澳子弟学校，并鼓励有条件的 30 余所学
校开设了港澳子弟班。自 2004 年起，广东每年
组织开展粤港澳姊妹学校缔结工作，至今已缔
结 1546 对，占内地结对数超一半。

不久前，首期“香港领航教师及校长培训
计划”学员走进广州市越秀区中星小学，进行
为期一周的跟岗学习。

“香港领航教师及校长培训计划”是香港在
内地落地的第一个教师及校长长期培养项目。计

划旨在发掘和培养具有坚定专业信念和使命、愿
意不断学习教学新知、积极探究创新策略且具优
秀潜质的教师和校长。首期参与该计划的学员共
50人，均来自香港中小学校的一线老师和校长。

“这里的孩子们热爱学习的态度让我非常感
动。”香港保良局林文灿英文小学校长文诗咏表
示，希望中星小学能选出一批优秀小学生，把
语文课本读出来，做成云资源共享；而香港的
孩子们也可为内地小朋友朗读英文课本。这种
带着鲜活感情的语言资源有利于香港孩子们更
好掌握课本知识，并学好普通话，也有助于内
地小朋友提高英语水平，相得益彰。

随着共享交流的持续深入，粤港澳大湾区
教育正逐步走向深度融合，一幅教育资源共享、
人才协同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美好画卷在大
湾区徐徐展开，为大湾区的蓬勃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教育动力，向着打造世界一流湾区教育
高地的目标稳步迈进。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郑天虹、白瑜、王
浩明）

粤港澳携手推动大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智能照明系统培育的豌豆、智能
温室培养的小番茄、循环水系统养殖
的石斑鱼……这些融合现代科技元素
的渔农产品，在 1 月 3 日揭幕的 2025
年香港“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上亮
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

由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
(渔护署)、蔬菜统营处及鱼类统营处
合办的香港“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
当天在旺角花墟公园开幕，这场为期
3 天的嘉年华共设置约 420 个展销摊
位，创历年之最。

嘉年华现场人头攒动，大批市民
拉着购物车穿梭于各个摊位，车厘
子、草莓、生菜、生蚝干、鲜鱼等农
产品备受青睐。水果摊位老板易先生
说：“今天凌晨 3 点我就起床摘草莓，
准备了 300 斤，没想到两小时就全部
售罄。”

嘉年华的另一侧展示了各类现代
农用机械和多项先进种植科技。参观

者可亲身体验智能种植照明系统，当
参观者挥动手臂，模拟作物在不同阶
段的高度时，系统照明光带亦随之自
动调整高度，不会干扰作物生长。同
时，系统还可轻松更换照明光颜色，
为 农 作 物 提 供 最 适 宜 生 长 的 光 照
环境。

“智能种植照明系统是今年嘉年
华展区的特色之一。”嘉年华筹委会
主席刘坚伟介绍，这套系统采用无土
栽培技术，用水量仅为传统土培方式
的 1/10，且农作物不受季节限制，能
够确保全年稳定产量。此外，生产过
程更为清洁环保，营养价值也有所提
升，培育的蔬菜深受香港市民喜爱。

市民还可在展区内体验无人机，
了解最新的收集水样本方法。特区政
府渔护署渔业主任陆家谦表示，渔护
署已引入无人机技术用于海水采样、
监 控 和 巡 逻 ， 极 大 减 轻 船 只 巡 逻
负担。

智慧农业闪耀香港渔农美食嘉年华
孙  悦 文/图

2025 年香港“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展出的智能照明系统，
可培育豌豆、红苋菜等农作物。

本 报 北 京 1 月 5 日 电 （记 者 王
平）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宋涛 4 日在京会见台东县长饶庆铃
一行。

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无法割断我们
的血脉亲情，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
的历史大势。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家
人有家人的温情，应该始终相亲相
爱，越走越近，我们将秉持“两岸一
家亲”理念，维护增进两岸同胞利益

福祉，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家人也要有家人的责任，应该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坚定守
护两岸同胞共同家园，同心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饶庆铃感谢大陆方面恢复、扩大
台东番荔枝输入，表示在坚持“九二
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走交
流互动之路，就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本 报 珠 海 1 月 5 日 电 （记 者 贺
林平）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
边检站统计，2024 年经大桥珠海公
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 2700 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72%； 出 入 境 车 流 超 555
万辆次，同比增长 71%，这是大桥
开 通 以 来 年 通 行 量 首 超 500 万
辆次。

2024 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
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旅客超 1620 万
人次，同比增长 63%，占口岸客流总
量近六成。2024 年该口岸日客流量

超 10 万 人 次 以 上 天 数 达 50 天 ， 是
2023 年的 10倍。

随着内地赴港澳“个人游”城市
的持续扩容，围绕港珠澳大桥打造
的“一程多站”湾区旅游产品受到欢
迎。2024 年，持港澳旅游签注经港珠
澳大桥往来的内地旅客超 52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55%。随着 2025 年 1 月
1 日广东珠海市赴澳门旅游“一周一
行”等政策的实施，经港珠澳大桥跨
境出行的内地旅客数量有望进一步
上升。

新 华 社 香 港 1 月 5 日 电 （黄 茜
恬） 为庆祝 《香港文学》 杂志创刊
40 周年，由香港文学出版社主办的

“四十芳华—— 《香港文学》 四十周
年志庆书画展暨作家手迹展”5 日在
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来自香港、北
京、广州、深圳、纽约、巴黎等世界
多地的书画作品 80 多幅，以及香港
文学出版社珍藏作家手稿、书信等
60余件。

开幕典礼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香港文学
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都是
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香港作为一座
国际城市，拥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
能够成为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通过

加强联系和促进交流，进一步提供推
动华文文学发展所需的条件。

香港文学出版社社长李国红致
辞表示，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清新
脱俗，别具一格，充满深厚的人文
底蕴，表达了书画家们对 《香港文
学》 创刊 40 周年的良好祝愿和殷殷
期盼。

当日活动上还举行了 《我与 〈香
港文学〉》 新书首发仪式。该书精选

“我与 《香港文学》 ”征文活动佳作
60 余篇，讲述作者、学者、读者与

《香港文学》 的文字缘分。
《香港文学》 是在香港出版的一

本纯文学杂志，1985 年 1 月由作家刘
以鬯创办。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1月 10日。

本报北京 1 月 5 日电 （记者汪灵
犀） 3 日至 5 日，香港话剧团 《天下
第一楼》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 4
场，共吸引 5000 多名观众观看。

《天下第一楼》 自 1988 年在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以来，已走遍世界
各地，演出超过 600 场，曾获中国戏
剧文学“曹禺奖”等多项大奖。2022
年，香港话剧团为庆祝成立 45 周年，
演 出 粤 语 版 《天 下 第 一 楼》。 2024
年，香港话剧团复排此剧，并于当年
底开启内地巡演。

《天下第一楼》 讲述了清末民初
的老字号烤鸭店“福聚德”由势如
累卵到东山再起再到面临倒闭的历
程，颂扬了卢孟实等人的聪明才智、
事业心与实干精神，批判了游手好
闲的败家子习气和黑暗腐朽的社会
势力。

香港话剧团的粤语版《天下第一
楼》由何冀平编剧，司徒慧焯执导，谢
君豪主演。“用粤语演绎京味是一次
很好的两地互动尝试。”何冀平说，

京味的精髓不是语言，而是人的风
范。《天下第一楼》之所以能感动很
多人，在于表现了人性。戏里的卢孟
实 、常 贵 等 人 ，都 在 和 自 己 的 命 运
斗争。

司徒慧焯介绍，粤语版 《天下第
一楼》 将重点放在“理解”，而非

“模仿”上。“福聚德”不仅仅是一家
店，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江湖”。
此次演出的舞台设计更为现代化，剧
中关键的舞台元素，如烤炉、柜台
等，都将随着剧情推进而灵活变化，
为观众带来全新视觉体验。

香港话剧团于 1977 年成立，是
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剧
团。剧团成立以来，已制作并演出近
500个剧目。

此次演出获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
支持。香港驻京办署理主任阮慧贤表
示，新的一年将继续积极推进香港与
内地的文化艺术交流，担当融通中外
的角色，展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和
独特的香港文化。

宋涛会见台东县长饶庆铃一行

港珠澳大桥去年客流车流量创新高
 同比增长均超 70%

《香港文学》创刊40周年志庆举办书画展

香港话剧团《天下第一楼》在京演出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澳门大学供图  

“两岸同心迎新春 共叙两岸同胞情”迎新春主题活动近日在云南省昆
明市盘龙区桃源社区台胞之家联谊站举办。60 余名云台同胞共同参与游戏
互动、体验春节插花等环节，迎接新春共话友谊。图为台胞林淑丽 （中）
现场教导学生编织同心结。 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摄  

1 月 5 日，G828 次列车
从西安北站驶出，标志着西
安至香港直达高铁列车正式
开行，这是陕西首次开行直
达香港高铁列车。

上图：担当陕港列车值
乘任务的“长安之馨”西港
乘务人员为旅客介绍餐车服
务情况。

左图：由陕西西安北站
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首趟高
铁 列 车 驶 入 河 南 省 洛 阳 龙
门站。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