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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摄 香 江

28 岁的蔡展鹏在为广告工作室
奔忙，扎根大湾区内地城市给他带
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37 岁的“创
二代”孙曦决心在东南沿海追加投
资，认为共享内地发展机遇是对父
亲事业最好的继承；23 岁的杨泽鸿
在武汉大学电气专业攻读硕士，目
标是“成为祖国需要的青年”……

3 名在内地追逐梦想的香港青
年，尽管成长背景各异，但他们对
未来发展有着清晰的共识：只要坚
持不懈、奋力拼搏，一定能在祖国
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筑台搭梯 创业前景广阔

2018 年，刚毕业的蔡展鹏在广
东省广州市成立广告设计工作室。
他的母校暨南大学致力于打造大湾
区最大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
目前创立港澳学生实习基地超过140
个，每年接受港澳实习生人数超
2700人。截至2021年10月，该校港
澳毕业生近10万名。

蔡展鹏的创业梦想就萌芽于求
学期间，他和内地同学组队参与各
类广告创意比赛，获得多项国际奖
项。大三那年，在港澳台侨大学生
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的支持下，他成
功组建起创业团队的雏形。

然 而 创 业 伊 始 ， 业 务 拓 展 缓
慢，蔡展鹏一度灰心丧气。

从 2019 年开始，广州市财政连
续3年每年安排专门资金1亿元人民
币，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设立
总规模 10 亿元人民币的港澳青年创
业基金……在多重政策和机遇的加
持下，蔡展鹏的创业步伐开始加速。

内地不断为港澳青年发展筑台
搭梯，创造有利于青年成就人生梦
想的社会环境，更加坚定了蔡展鹏
在内地创业的信心和决心。“大湾区
各项政策正在落实，创业者要抓紧
搭上这班车。”他说。

2021 年，蔡展鹏带领团队成功
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 （广州） 大
学生广告节，活动收到海内外近
1700份投稿作品。“未来我会继续扩

大活动影响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而努力。”他说。

接力奋斗 共享发展机遇

在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医 学 院 苏 州
九龙医院的院区内，伫立着一座雕
像——一位老人目光微垂，默默注
视着院里一草一木。他是孙曦的父
亲孙福林，也是这家医院的创始人。

2003 年，原本经营电缆行业的
孙福林决定在苏州工业园区创建一
所高水准综合医院。“父亲觉得赚了
钱就该回报社会。”孙曦说。

“那时园区还在起步阶段，人口
很少。医院刚开业的前两年都在亏
损。”孙曦说，父亲坚持用世界先进
的医疗设备，但价格面向普通市
民，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早点看好
病。2013 年，父亲病逝后，孙曦接
掌医院，越来越能体会父亲的用心。

如今，医院在孙曦的经营下逐
步发展壮大。苏州工业园区已拥有
百万人口，居民的健康需求大幅增

长，推动医院业务量翻了十几倍。
近年来，孙曦还先后新建妇产

医院、护理院，预计未来两年将陆
续投入运营。“我对在内地追加投资
充满信心。”孙曦说，“共享内地机
遇，发展是‘最好的继承’。”

志存高远 勇攀科研高峰

因为父亲在深圳工作，杨泽鸿
从小便是深港“跨境学童”。往返于
深圳、香港两地，也目睹了两地的
发展。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泽鸿逐渐
萌生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的想
法。高三时，他填报了武汉大学。
彼时，被称为“中国天眼”的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建成不久，项
目奠基人南仁东为科学事业奋斗到
生命最后一刻的事迹，鼓舞他选择
了与能源动力相关的电气专业。

“电，像是生于微末之中的万千
萤火，又像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熠熠
星河，充满无限奥秘。”杨泽鸿说，

“我会以南仁东先生为榜样，成为祖
国需要的青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杨泽鸿这个“科研迷”深感
重任在肩。“广大港澳青年不仅是香
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
国家的新鲜血液。”他说。

初进大学时，学习压力陡增，
杨泽鸿勤勉刻苦迎难而上。经过5年
的学习，他已成为同学眼中的“学
霸”。完成学业之后，他计划到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

2021 年出台的 《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 提出，大力发展粤港澳合作的
新型研发机构，促进港澳和内地创
新链对接联通。

杨泽鸿认为，国家为香港创科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我会把握
机遇，发挥所长，用行动向时代提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周文
其、杨丁淼、喻珮、陆华东、王丰）

上图：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内
的香港青年创业团队。

图片来源：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近日
以中国陶瓷为主题举办“触得
到的文物”工作坊。来自圣若
瑟英文中学的30多名学生，在
专家深入讲解下，近距离观赏
中国陶瓷文物，加深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认识，感受中国文化
艺术的魅力。

上图：学生聆听专家讲解
中国历代陶瓷精品。

左图：学生拿起清代青花
小罐仔细欣赏。

郑乐泓摄

亲身体验过贵州少数民族的
刺绣与蜡染，再到贵州省博物馆
参观90多套少数民族服装并与之

“零距离”接触后，“00后”台湾
青年孙欣逸不禁感叹：蜡染中画
着山水、刺绣中再现花鸟鱼虫，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一针一线皆精
彩，一丝一缕寄传承。

在贵州任教、学习、就业
及生活的近 30 名台湾师生和家
长，近日参加由贵州省台办主
办的非遗文化研习营活动，先
后 到 贵 州 平 塘 一 睹 “ 中 国 天
眼 ” 的 国 之 重 器 风 采 ， 到 惠
水、花溪等地体验苗绣、扎染
等非遗制作工艺，并“打卡”
贵州省博物馆探索历史奥秘、
感受岁月变迁。

“衣服上的精美图案真是绣
上去的？”“她们戴在头上的银饰
帽重不重？”“纸浆真的能做成雕
塑？”“‘中国天眼’看起来比我
想象中更大、更厉害”……一路
上，台湾师生和家长不断发出疑
问和惊叹，还纷纷拍照分享给台
湾的朋友。

从台湾来贵州读书的林思
妤，从小就对宇宙充满好奇。攀
登过 668 级台阶，站在可观看

“中国天眼”全貌的观景台上，
她转着圈儿，从不同角度欣赏这
口“大锅”，“似乎和未知的宇宙
拉近了距离，感觉一路上的艰辛
都值得”。

在贵州从事教育工作的黄美
瑜，2011 年就从台湾来到贵州。
此次研习营活动不仅让黄美瑜对
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精美服饰
大开眼界，也让她感受到贵州10
余年来的巨大变化。“记得刚来
贵州时，去学校的道路都是弯弯

曲曲的，现在贵州都已经县县通
高速了，交通四通八达。”

参观完贵州省博物馆后，黄
美瑜对少数民族文化大为赞叹，
文物、恐龙化石等也让她流连忘
返，“贵州和台湾的博物馆可以
进行文物联展，增进大家的文化
交流”。

参加此次研习营活动的台湾
家长陈静坦言，小朋友在台湾和
贵州都待过，在台湾上小学时常
会有同学问她“大陆和贵州什么

样”，有时候小朋友会解释不清
楚，相信参加这次活动后她会有
更深的感触，也可以更好地向台
湾同学介绍贵州和大陆。

“新冠肺炎疫情前，台湾常
有民间交流团来大陆，我也受
邀参加过几次。”陈静说，文化
交流可以增进两岸民众的了解
和 感 情 ， 希 望 随 着 疫 情 的 缓
解，可以有更多的两岸交流活
动，让台湾民众亲身感受真实
的大陆。

台胞体验贵州多彩文化
周燕玲

在更大舞台成就自我
——香港青年在内地追梦圆梦

在更大舞台成就自我
——香港青年在内地追梦圆梦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刚）今年是澳门历
史城区申遗成功17周年。记者近日从澳门特区
政府文化局获悉，该局推出多项澳门世界遗产
主题体验活动，为市民带来更丰富多元的文化
遗产体验，普及澳门世界遗产价值。

为向儿童和青少年传播及科普澳门世遗知
识，文化局制作澳门历史城区系列动画短片，
以深入浅出、活泼有趣的动画，带领学童探索
世遗建筑背后的故事。这一系列动画短片共 6
集，每集约 3 分钟，观众可于澳门文化遗产网

“推广教育”页面或文化局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上观看。

设于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地郑家大屋的
“澳门历史城区互动特展”，8月份增设“世遗扩
增实境绘图体验”，以丰富展览的教育功能及趣
味性。参加者通过现场的多媒体互动装置及3D
全息投影技术，可发挥想象力和创意，在绘图纸
上为世遗建筑填上色彩。完成创作后可使用现场
提供的数码装置扫描作品，将作品转化为AR动
画及投影出三维立体图像。特展还设有闯关小游
戏，增加寓教于乐的趣味体验。

下图：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组成部分的澳门大
三巴牌坊。

图片来源：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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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周
颖、李军、王瑞平） 广东省广
州市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发布
会，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
倪明选在会上介绍，今年 6 月教
育部批准设立的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将于 9 月 1 日开学，首批
开设 15 个硕博士专业，招收硕
博士生。

这是 2019 年 《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 颁布实施以
来成立的首家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 的 内 地 与 香 港 合 作 举 办 大
学。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优先
考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急需且香港科技大学比较有优
势的专业，主要包括计算媒体
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分析、物
联网、可持续能源与环境、机

器人与自主系统等。
“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将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
育根本任务，立足南沙、辐射
湾区、贡献国家、影响世界，
力争早日建成世界一流的高水
平大学。”倪明选说。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校 长 史 维
说，虽然香港科技大学与香港
科技大学 （广州） 法人独立、
财务独立，但两校将实现资源
共 享 、 优 势 互 补 ， 共 同 构 建

“港科大2.0”。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马曙

介绍，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能办成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融
合发展的典范，积极为国家培养
急需关键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为
内地高校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港科大（广州）将于9月1日开学

图为“00 后”台湾青年孙欣逸（左）体验苗族刺绣。 龙妍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