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自然教育嘉年華：粵港澳三地的自然教育機構集
聚，開展各類特色自然教育活動，涵蓋各類小型音樂會、
專家交流會、蝴蝶攝影展、親子畫畫、植物觀察、兒童表
演等。

●粵港澳自然教育季：每年7至8月為自然教育季，在各類植
物園、濕地公園、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地質公園、南粵古

驛道等組織針對青少年的幾百場富有特色的自然教育體驗活動。

●粵港澳自然教育講壇：以「共享自然共建灣區」為主題，向社會
發布自然教育發展情況調研報告，中國科學院院士等權威專家學者為

公眾授課。

●粵港澳自然觀察大賽：廣東省林業局聯動香港、澳門自然觀察協會等啟
動，涵蓋自然筆記、自然攝影比賽、觀蝶直播等活動。

●粵港澳自然教育聯盟：由廣東省林學會自然教育專業委員會、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澳門生態環境保育協會等73家機構發起，構建自然+教育、企業+自然保護地、基
金+產業等跨行業生態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三地重點合作項目活動（部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17日
從福建永安市政府官方網站獲悉，16日下
午，永安市大湖鎮沖一村一處村民自用在建
單層建築屋面發生部分坍塌，造成正在屋內

休息的10名施工人員被困。目前，被困人
員全部救出，8人遇難，2人受傷。
根據通報，經全力組織搶救，截至當晚8

時30分左右，被困人員全部救出，送永安

總醫院搶救，其中4人送醫途中不治死亡，
4人在醫院搶救無效身亡，2名傷者目前生
命體徵平穩。據悉，目前善後工作已全面展
開，房屋坍塌原因正在調查中。

福建永安一在建民房部分坍塌8死2傷

珠海隧道工地透水事故
14人被困仍失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
道）珠海一在建的隧道工地15日發生
透水事故，14名工人被困，目前現場
搜救工作仍在加緊進行中。
珠海市政府17日通報，截至17日9

點，救援作業面推進了逾491米，距離
受困點還有668米左右，但目前仍然無
法聯繫到被困人員。而廣東省政府已
成立事故調查組，將對事故發生的經
過、原因進行全面、科學的判斷和論
證，查清事故的責任。
珠海市政府17日通報透露，兩日

來，國家聯合工作組和廣東省、珠海
市領導現場指揮，重點就隧道積水抽
排、水庫滲漏點止水和回填、臨時存
碴場清運、水文地質災害管控、氣象
監測、應急通訊保障等進行部署。其
間，共出動應急、消防、武警、公
安、水務、交通等救援人員超過1,000
人。
截至17日上午9點，涉事隧道內整

體水位下降了大約8米，經過50多個
小時持續救援，目前仍然無法聯繫到
被困人員。

現場救援遇作業環境差等困難
據介紹，目前現場救援存在作業環

境差、作業面有限、作業調整推進耗
時長、機器運轉噪音大等困難。其
中，隨着作業向深處推進速度加快，
一氧化碳濃度時常超標，導致救援人
員不能在隧道內長時間連續作業。而
且，隧道內環境密閉，現場能見度不
高，內部情況不明，涉水作業安全風

險加大。
針對救援工作中遇到的複雜情況，

16日至17日現場救援指揮部採取了系
列有針對性的措施，隧道內通風條件
得到改善，一氧化碳濃度超標時間大
幅減少，救援工作的連續性和效率得
到提高，隧道內抽排、泥漿處置、綜
合監測等工作正持續推進。

廣東省政府設事故調查組
為做好事故調查處理工作，廣東省

政府成立了事故調查組，由廣東省領
導擔任調查組組長，成員由廣東省公
安廳、司法廳、住房和城鄉建設廳、
交通運輸廳、應急管理廳和省總工會
以及珠海市政府的有關負責人組成。
調查組將對事故發生的經過、原因進
行全面、科學的判斷和論證，查清事
故的責任，依法依規提出處理建議，
深刻總結事故教訓，提出防範和整改
措施，按程序提交事故調查報告。

●●珠海涉事隧道工地救援現場珠海涉事隧道工地救援現場。。
中通社中通社

粵港澳擬共建自然教育生態圈粵港澳擬共建自然教育生態圈
每年每年77至至88月定為月定為「「自然教育季自然教育季」」擬在濕地公園等地組織青少年活動擬在濕地公園等地組織青少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

俊明 韶關報道）第二屆「粵

港澳自然教育季」17日在中

國廣東韶關丹霞山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啟動，來自粵港澳

地區的自然教育工作者及青

少年參加。廣東省林業局透露，目前已認定50個省級自然教育基地，打造出粵

港澳自然教育講壇、粵港澳自然教育季等品牌活動，構建粵港澳自然教育生態

圈。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相關負責人受訪時稱，粵港澳將發揮協同效應，可在自

然教育基地共享、人才培訓等方面深化合作。

據了解，本屆「粵港澳自然教育季」啟動的同
時，廣州、深圳、珠海、湛江、茂名、中

山、韶關、佛山、東莞等地亦開展12場各具特色
的自然教育活動，吸引粵港澳三地的家庭踴躍參
與。
廣東省林業局在啟動儀式上宣布將每年的7月

至8月定為「自然教育季」，將在各類植物園、
濕地公園、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地質公園、
南粵古驛道等，組織針對青少年的自然教育體驗
活動，陸續開展幾百場富含特色的自然體驗、植
物辨識、觀蝶觀鳥、夜間觀察等公益活動。
「粵港澳在生態保護和修復、自然教育、自然

保護地發展等方面的合作空間很大。」世界自然
基金會香港分會相關負責人受訪時表示，香港米
埔自然保護區從黑臉琵鷺棲息地管理、基圍清
淤、紅樹林管理等經驗與做法經常與粵澳業界分
享。目前米埔正打造成為能抵抗氣候變化的遷徙

水鳥中轉站及越冬地，並開展「生境管理+監測
與研究」、「參觀設施+體驗式活動」、「米埔
培訓+實地支援」等，力爭成為提供濕地保育知
識及關注的區域性中心，這些均可與粵澳業界進
一步加強交流合作。
澳門環境保護局有關負責人受訪時稱，看好粵

港澳在自然保護與教育方面的合作前景。譬如澳
門濕地曾入選中國十大魅力濕地，是保育密集城
市中的生態保護區，其善用濕地的教育功能與生
態保育的做法，可與粵港地區交流與合作。

專家倡建信息互通「雲平台」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中藝認為，粵港

澳自然教育交流可進一步深化。他建議粵港澳自
然教育講壇由每年一次調整為半年一次；並構建
三地信息互通「雲平台」，發展粵港澳區域一批
姐妹學校，還可構建粵港澳大灣區自然教育基地

聯盟，以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廣東認定50省級自然教育基地
據透露，目前廣東已認定50個省級自然教育

基地，湧現出以深圳、廣州、韶關、惠州、東莞
等區域為代表的輻射能力強、示範帶動效果好的
自然教育板塊，開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陣地達300
多個。「廣東近年攜手港澳地區成立粵港澳自然
教育聯盟，爭取建立自然教育體系和標準，構建
粵港澳自然教育生態圈。」廣東省林業局有關負
責人指出，粵港澳還將加強自然教育人才交流培
訓，開發更多的自然教育線路、產品和課程，
提升粵港澳大灣區自然教育服務水平，共同打
造具有大灣區特色的自然教育品牌。
廣東省林業局透露，粵港澳接下來將

完善構建社會多元跨界合作平台，而
廣東將建設100個自然教育基地、
100個生態文化教育場所、100條自
然教育（科普）徑和森林步道，
打造以南嶺國家公園為核心的
嶺南森林文化平台和以自然
教育為串聯的生態文化宣
教平台，構築大灣區生
態安全屏障，助建
大灣區優質生活
圈。

●第二屆「粵港澳自然教育季」17日在中國廣東韶關丹霞山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啟動。圖為青少年參加植物辨識等課程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一群孩子早前參加寫生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口報道）不
久前，一位馬來西亞籍人士與中國籍人士合
作在中國設立醫藥公司項目失敗。中國籍當
事人就投資款問題，向海南國際仲裁院提起
仲裁，要求對方返還投資款。在該院精心調
解下，雙方握手言和，被申請人在一周內向
申請人支付了款項。諸如此類的案例在海南
國際仲裁院成立以來不勝枚舉，受到社會各
界廣泛關注，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反響。

中國少有非事業單位仲裁機構
仲裁是國際通行和公認的、最重要的商事

爭議解決方式，是檢驗營商環境的重要指標
之一。為營造海南自貿港法治化、國際化、
便利化營商環境，海南省政府對原海南仲裁
委員會進行改制後組建海南國際仲裁院，建
立了理事會主導的法人治理結構，實行決
策、執行、監督相互制衡的治理機制，是全
國少有的非事業單位性質的仲裁機構。
海南國際仲裁院成立以來成績斐然，2020

年新收仲裁案件3,300件，同比增長19%；
標的額人民幣48.79億元，結案2,512件，結
案率85%。受理涉外案件13件，標的額人
民幣1.2億元，當事人涉及美國、加拿大、
澳洲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
據介紹，海南國際仲裁院擁有國際一流的

理事會，成員均為來自境內外知名專家學者

和行業翹楚，其中三分之一是來自境外國際
商事仲裁領域資深知名人士。

三分一仲裁員來自38國和地區
仲裁隊伍中，境外仲裁員佔仲裁員總數近

三分之一，分布於全球38個國家和地區。
海南國際仲裁院還充分吸收第三方資助仲

裁、臨時措施、仲裁員權力清單、友好仲
裁、臨時仲裁等國際先進仲裁制度和做法。
同時，海南國際仲裁院還積極推進國際合

作，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香港一邦國際
網上仲調中心、中國東盟（澳門）仲裁協
會、中國國際調解（澳門）仲裁院（CI-
MAI）等簽署合作備忘錄；與泰國仲裁中心
聯合設立泰中仲裁與調解中心；還與香港的
國際爭議解決研究院（IDRA）、39 Essex
Chambers共同舉辦「虛擬圓桌會議2020系
列專題—爭議的故事和調解的作用」線上活
動，搭建起商事仲裁與調解、調解人士交流
的平台。

海南國際仲裁院助力自貿港發展
●●仲裁員正在進行調解工作仲裁員正在進行調解工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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