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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国旗下》《我的中国心》《狮
子山下》《洪湖水浪打浪》《沧海一声
笑》《东方之珠》 ……一曲曲经典乐
章，演绎同根同源的中华情，一次次
赢得热烈掌声。“长江情系香江”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音乐会近日在湖
北武汉举行。香港和内地艺术家、青
少年联袂带来的钢琴演奏，“荆楚风”

“香江情”金曲联唱等节目为观众献上
视听盛宴。

连日来，内地多个地区、机构团
体举办各种活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让两地同胞同享喜悦、共沐荣光。

“香港特区区旗中间有一朵紫荆
花，花蕊由五颗五角星点缀而成，这
象征着香港是祖国的一部分，和国家
紧密相连……”在日前举办的“同绘
好山河，共抒爱国情”京港视频连线
活动中，定居北京多年的香港同胞乔
立用亲手制作的剪纸作品表达对国家
和香港的祝福。当天，来自京港两地
的居民相聚“云端”，在北京市石景山
区剪纸第四代非遗传承人杨秀英的带
领下，剪刻出“中国”“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等字样及紫荆花、五角星等
图案，共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同样在北京，“笔墨丹青绘湾区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美术作
品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展览以“笔墨丹青绘湾区，流光溢彩
画未来”为主题，共展出116件 （组）
内地及港澳美术家的美术作品，涵盖

“中央援港同心抗疫”“香港、澳门回
归”“建党百年在港澳”“香港国安法
正式颁布”等内容，记录描绘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成就，展现香港回
归祖国以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
引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
民生等方面取得的发展进步。

来自香港的美术家韦劲敏创作了

中国画《东方之珠璀璨夺目》，画作中
有维港两岸耸立的高楼大厦、车水马
龙的街道、百舸争流的海港，风光绮
丽。“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虽然经历
过风雨和挑战，但在中央的坚定支持
下，获得了更好的发展。”他说，“我
采用传统国画笔墨技巧融合水彩画的
色彩、虚实、构成等元素，希望将香
港这座城市的明丽色彩与动感活力展
现出来。”中国画《狮舞庆回归》的作
者赵婷介绍，画作用特色舞狮表演来
展现民众庆祝香港回归的喜悦，“喜庆
的日子里，人们常以舞狮助兴。许多
港片里也有舞狮的场景，舞狮是我们
共同的习俗。”

在上海，由沪港经济发展协会、
上海香港联会等涉港社团联合推出的

“沪港同心庆回归”系列活动日前启

动，内容涵盖沪港经济论坛、摄影
“打卡”留念、美食文化节、灯光秀、
公益健步走、专题会展、青年实习计
划等。启动仪式上，在沪港人港企
社 团 代 表 通 过 视 频 连 线 、 现 场 发
言、贺信留言等形式，共同庆祝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据介绍，自 7
月 1 日起，上海 20 余家大型商场将
联合推出具有香港特色的摄影“打
卡”点，活动主题为“点赞传心贺
回归”。7 月至 9 月，在沪香港餐饮
商 户 也 将 推 出 “ 港 食 文 化 节 2022”
活动。此外，从今年 6 月至年底，香
港特区政府驻沪办也将在上海及周
边省份举办系列活动，进一步促进
华东地区与香港的往来。

在华南，日前开幕的 2022 年广州
艺术季开启了“同声·同戏·同心——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艺术展演”。从6
月初到10月底，11台优秀演出分别以
现场演出、“云端”放映、现场放映等
形式上演。在现场演出方面，《饮歌·香
港电影金曲视听交响音乐会》将于7月
10日在广州大剧院上演，选取来自《笑
傲江湖》《胭脂扣》《大话西游》《英雄
本色》《上海滩》等14部香港经典电影
的曲目。届时，观众有机会在现场重
温香港经典电影片段，在接受艺术熏
陶的同时分享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
喜悦。

在华中，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
济贸易办事处在中部多省推出多项文
化与青年交流活动。今年“六一”儿
童节当天，“放飞梦想”湖北·香港少
儿画展在位于武汉市的湖北省图书馆
开幕，荆楚与香港少儿用画笔展现香
港回归祖国25年以来鄂港两地发展成
果，彰显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魅力。
本次画展自启动以来，共征集到来自
湖北的作品 1625 幅，经专家评审后
选出获奖作品 150 幅参与此次展览，
有 25 幅来自香港少儿的绘画作品共
同展出。8 月下旬，内地首站“金庸
专 题 展 ” 也 将 在 湖 北 省 图 书 馆 揭
幕，展览将展出 300 余件金庸的物
品、手稿等珍贵原件，其中部分展
品为首次在香港以外地区展出，展
览期间还将举行金庸电影展、专题讲
座等配套活动。

另外，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济
贸易办事处将推出“2022 华中香港
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华中五省 30
余家企业将为港籍学生提供上百个
涉及医疗、金融、地产、文化等领
域的实习岗位。“希望这些庆祝活动
能带动内地民众进一步认识香港，
促进两地的交流与沟通。”香港特区
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郭
伟勋表示。

内地举办系列活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同享喜悦 共沐荣光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香港，红磡。“开物成务，励学利
民。”香港理工大学校长的会议室不大，墙
上的校训格外醒目。

“这八字校训让我时刻牢记自己的使
命，那就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建设香港、
贡献国家的栋梁。”校长滕锦光说。

“‘情系理大·共创非凡’是理大85周
年校庆的主题。理大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
年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成立，1972年成
立香港理工学院，1994年升格为香港理工
大学，多年来培育了超过 40 万名毕业生，
为香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1994年来
到理大，在这个学校的时间，跟它作为大
学的历史一样长。一路见证它的成长与发
展，与有荣焉。”滕锦光笑言。

滕锦光生于浙江永嘉，从浙江大学毕
业后赴海外求学、工作多年。1994年，滕
锦光来到理大任教，一待就是28年，现在
粤语已经说得很流利。2019 年 7 月，滕锦
光接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一职。

一路走来，理大从以教学为主向研究

型高校转型，并确立了特色学科的发展策
略，酒店管理、艺术设计等系科应时而
生，成为理大的“金字招牌”。

滕锦光深知扎实的学术基础是理工科
学生厚积薄发的根本，而对应用型研究及
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则可助力学生们带着
科研技术及成果走出实验室、造福社会。

“目的是培养掌握新兴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以满足新时代的社会需要。”滕锦光说。

“贡献国家，我们上天入地皆可为。目
前香港有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6个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其中两个
实验室和两个分中心就设在理大。”滕锦光
如数家珍。

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滕锦光“科技报
国”的初心从未改变；在港深耕近三十载，他
对香港创科产业的现状“爱之深、责之切”。

“香港高校的基础性科研走在前沿，但
由于土地空间不足、产业链不够完善，研
究成果转化以及进一步产业化受限，创科
产业发展不尽如人意。”滕锦光直言。

现在是香港发展创科最好的时机，国家
“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特区政府对创科也高度重视，现状如
何改善？滕锦光认为，首先要想清楚几个问
题：发展创科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聚焦哪些
产业？如何融入大湾区及国家发展大局？特
区政府、大学及社会需要作出哪些改变？

“最重要的是，香港发展创科产业，要
把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用好大湾区和
内地完整的产业链及巨大市场。香港高校
应当抓住机会，将自身的科研优势与大湾
区的产业优势相结合，在大湾区发展中占
一席之地。”滕锦光说。理大是最早在内地
开设课程的香港高校，至今已在大湾区及
长三角地区设立多个科研和教育合作平
台，2000年在深圳设立了研究院，佛山办
学也正在筹划之中……

回望香港回归祖国的25年，滕锦光感慨
万千。“‘一国两制’历经风雨，我的职业生涯
也曾遇到各种挑战，但要说最大的考验，应
该是在‘修例风波’期间。”他语气凝重。

2019 年底，地处交通要冲的理大在
“修例风波”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滕锦光彻
夜难眠，反思香港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
题。在整个“修例风波”期间，他始终如
一，以身作则向香港年轻一代传递正确的
价值观。

从2021年9月开始，理大将国家安全教
育设为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必修科目，课程内
容涵盖维护国家安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等。“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家国情怀、
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未来为香港发展和
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滕锦光一字一句地说。

（本报香港6月30日电）

入夜，澳门街头的户外大电
视屏亮了起来，巨幅字幕“祝福
香港 明天更好”映入眼帘。在香
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澳门用
这一闪亮方式表达对香港美好
的祝福。

“澳门香港 携手前进”“大湾
区 大未来”，相继闪现的字幕凝
聚着澳门各界对未来的期许，期
待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能够紧密
联动，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更
广阔舞台上追梦、筑梦、圆梦。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
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举世公
认的成功。澳门各界对香港取得
的成就表达祝福。

曾在香港工作的澳门工商
联会会长何敬麟，长期关注港澳
经济发展。“作为近邻，我们看着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稳步发展，
根基打得非常牢。”

何敬麟坚信，随着香港国安
法的实施、“爱国者治港”原则的
落实，香港将发展得更好。

澳门会展旅游业协会会长
何海明表示，作为亚太地区重要
的会议展览中心，回归祖国以
来，香港会展业背靠内地发展迅
速，珠宝展、钟表展、美容展等成
为区内最顶尖的展会。他说，有
国家支持和香港各界共同努力，
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在科技事业发展中，港澳与
内地科研工作者齐心协力，谱写
出一段段佳话。

2011年，由澳门大学和澳门
科技大学联合设立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成
立，这是澳门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介绍，当时我们从香港一所
大学请了一整支团队，为这个重点实验室构建了非常坚实
的基础。

一直以来，港澳各方面交流紧密。庞川表示，两地高
校在科研人员交流、科研合作、实验室交流、学生联合培
养，以及共同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
基础。“期待今后这样的合作会更加密切，更加扎实。”

对于香港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澳门体育委员会
委员马志成赞不绝口。“回归祖国之后，在国家的大
力支持下，香港体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他
说，香港以“中国香港”名义参与的国际体育赛事越
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也做
了很多工作，致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
这些方面值得澳门学习。

何敬麟认为，港澳都是国家联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和
平台，两者可以错位互补发展。“期望未来港澳充分发
挥各自拥有的国际平台作用，在会展业、旅游业、金融
业等方面联动发展，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他
说，祝福港澳明天更美好！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刚、李寒芳，参与采
写：郝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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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湾区发展中占一席之地”
——访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

本报记者 王 尧 陈 然 金 晨

“在大湾区发展中占一席之地”
——访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

本报记者 王 尧 陈 然 金 晨

6月30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小学学生展示以“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为主题的儿童画。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6月30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小学学生展示以“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为主题的儿童画。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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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长江情系香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音乐会
现场。 张 畅摄

图②：“笔墨丹青绘湾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美术作品展”在京举办，吸引许多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图③：2022年广州艺术季“同声·同戏·同心——庆祝香

港回归25周年艺术展演”中，音乐剧《朝暮有情人》海报。
广州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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