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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发扬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创立的初衷，是用革命的武装推
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挽救民
族于危亡，实现祖国统一。从那时起，两岸黄
埔师生就始终传承发扬黄埔精神，为实现祖国
和平统一共同努力。论坛上，与会人士分享了
各自的黄埔情缘，并就如何传承发扬黄埔精神
展开讨论。

“抗日战争时期，分属国共两党的黄埔师生
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前赴后继，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表示，经过
多年的积累、锤炼和沉淀，抗战时期培育、锻
造的黄埔精神如今对增进两岸精神和文化认同
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

在全国台企联副会长黄紫玉看来，当年的
黄埔同学为了反对国家分裂、抵御外侮而携手
战斗，爱国情怀感人至深。“我眼中的黄埔人正
直、无私、奉献，矢志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复
兴，时至今日，黄埔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
弘扬。”

“我们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面向两岸同
胞尤其是青少年宣讲好黄埔精神，让黄埔精神
生根发芽。”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凯
雷表示，希望两岸及港澳、海外的黄埔同学与
后人讲出他们知道的黄埔故事，让黄埔精神薪
火相传，为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民族复兴增添
精神动力。

坚定不移反“独”促统

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
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极力勾连外部势
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对立对
抗，日益把台湾推向危险的深渊。对此，两岸
黄埔人既愤慨又痛心。

“民进党不能代表台湾民意，台湾更不应成
为西方国家的棋子。”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
谊会会长丘智贤表示，大陆近期发表《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强调努力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和平统
一。“身为黄埔后代，我们更应有家国情怀，一如
既往地促进两岸交流，推动两岸统一。”他说。

“台湾问题是历史原因产生的‘家务事’，黄埔
先辈为了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而牺牲奉献，我们黄
埔后辈有责任继承先辈遗志，承担起连接两岸的桥
梁角色，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副理事长董
百胜建议，黄埔后代青年应加强以黄埔历史为主题
的内容创作，以短视频等形式传播黄埔精神，增强
整个社会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民族认同感。

“热爱祖国、反‘独’促统，这已经深深刻在每
一个黄埔人的基因里。”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
同学会理事许进表示，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目标时，更需要两岸同胞、黄埔同学与亲属共同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决遏制各
种分裂国家的图谋，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黄埔同学从未
缺席，为两岸交流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丘智
贤说，过去几十年来，不少从台湾回乡的黄埔
同学及家属，捐资兴学，帮助故里；两岸的黄
埔同学、黄埔后代、黄埔社团，更不断为增进
彼此了解，为促进国家统一而努力。

“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回大陆做生意的台
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见证者、受益者，
也是参与者、促进者。”黄紫玉表示，自己在大陆
和台湾之间穿梭往返 40 年，亲历两岸交流交往
交融，深刻感受到两岸关系好，两岸同胞才会好。

“两岸同胞都是亲人，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心
结。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
创，我将继续与两岸黄埔同学及其后人共同努
力，为两岸关系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她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一代黄埔青年从长辈
们手中接棒，成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中坚力
量。2012年，北京航天汉科云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台胞罗至善来到北京创业。10年
间，他不仅成为了一名“北京女婿”，也亲眼见
证了祖国大陆的发展成就。

罗至善的外公是黄埔军校十五期生汪永
昌，是当年赴美受训的飞行员之一，毕业后投
身抗日救国的战斗行列。“身为黄埔后人，我将
继续推动企业在航空科技领域的发展，加强两
岸产业交流，吸引更多优秀台湾企业和人才来
到大陆，为祖国大陆发展作出贡献。”他说。

第十五届黄埔论坛举行——

弘扬黄埔精神 共谋民族复兴
本报记者 金 晨

第十五届黄埔论坛近日在江苏南京举
行。130名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黄
埔组织和亲属代表、专家学者、在陆台胞
代表等，围绕黄埔精神传承、凝聚反

“独”促统力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等主
题展开座谈。

与会人士表示，广大海内外黄埔军校
校友及后代必须牢记历史使命、顺应历史
大势，坚定不移发扬黄埔精神，汇聚反

“独”促统强大合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作为中国人，我是非常自豪
的，感谢内地平台为我们澳门青年提
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从澳门到浙江
宁波、再从宁波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 （以下简称“横琴”），澳门青年
都丰润近日结束了在横琴的实习。

“未来若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留
在内地工作，为澳门和内地往来贡献
一份力量。”她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来
到内地求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抢
抓发展机遇。都丰润就是其中之一。

2020 年，从澳门国际学校毕业
的都丰润面临着到哪里上大学的现实
问题。

“之前有计划去国外读大学，但
深 思 熟 虑 后 我 还 是 选 择 到 内 地 就
读。”都丰润说，综合考虑后她选择
就读宁波诺丁汉大学，“内地发展前
景广阔，我有不少朋友此前就选择在
内地就读，熟悉的环境和文化让我来
到了这里。”

串珠成链的城市交通网，不断提
升的城市“颜值”，在内地学习的这
些年，都丰润也见证了当地城市的发
展变迁。

“就读后，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没
有错。”到宁波后，都丰润发现自己
是学校建校以来第一位来自澳门的
学生，“当发现我是仅有的来自澳门
的学生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多的
事情。”

如何搭建桥梁，让更多澳门学子
了解宁波、了解内地？这是都丰润在
学习之余思考的事。“这么棒的地方，

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所以每次回澳
门时，我都会和学弟学妹介绍宁波，介
绍自己在内地的生活、学习情况。”

在都丰润的推荐下，她所在的大
学也迎来了更多澳门青年。

在感知内地发展的同时，都丰润
还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抓住大湾区的
发展机遇。2022年7月，都丰润参加
了旨在吸引澳门青年人才参与横琴建
设的“澳门青年实习计划”。

“我的专业是金融财务与管理，
这次主要在横琴财政局实习。”在这
次实习中，除了日常工作内容外，她
还了解了当地的人才招引政策、公共
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发展环境等相关
内容。“当地在进一步提升创业营商
环境和创业能力的同时，也为青年创
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想让澳门青年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的话，横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
起点。”以交通建设为例，都丰润表
示，未来横琴将建设连接澳门乃至整
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轨道交通，“届时
将有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可以参与并
融入国家发展。”

“我愿意以自身为案例，让更多澳
门青年看到我在内地学习、生活、工作
的样子。”都丰润说，希望自己能当好
澳门青年了解内地的一扇窗，“虽然能
力有限，但也鼓励大家跳出自己的舒
适圈，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澳门青年“实习记”：

感谢内地平台提供更广阔视野
林 波

澳门青年都丰润 （右二） 参加手冲咖啡活动。 （受访者供图）

近
日
，﹃
行
至
岭
南
—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新
创
小
型
作
品
专
场
晚
会
﹄
在
广
东
艺
术
剧
院
上

演
。
该
场
晚
会
是
第
二
届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文
化
艺
术
节
的
重
点
活
动
之
一
，
涵
盖
了
舞
蹈
、
音

乐
、
戏
曲
、
杂
技
等
多
种
艺
术
门
类
，
展
现
了
大
湾
区
文
化
艺
术
新
活
力
。

图
为
演
员
在
表
演
舞
蹈
《
在
河
之
洲
》
。

许
建
梅
摄
（
人
民
视
觉
）

大湾区大湾区：：展现文化艺术新活力展现文化艺术新活力

本报澳门9月12日电（记者富子梅） 主题为“立足澳门
平台，推动新时代中国与葡语国家更紧密合作”的中国与葡
语国家智库论坛，12日在澳门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特区政府主办。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显法在论坛致辞时

表示，中国与葡语国家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务实合作前景
广阔。澳门是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和纽带。随着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
倡议落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横琴深合区建设不断加
速，澳门必将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中展现更大作为。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澳门与葡
语国家历史文化渊源悠久，在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方
面独具优势，近年来在教育、青年、文化、大健康产业等
领域合作亮点纷呈。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澳门） 常设秘书处副
秘书长赞东认为，澳门应立足长远，进一步加强中葡平台
功能，将平台作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支柱之一，通过扩大
对外开放融通，吸引更多葡语国家投资与人才，拓展澳门
未来发展路径。

来自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赤道几内
亚、莫桑比克、葡萄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等9个
葡语国家以及内地和澳门特区共19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引领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开创新局
面”“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中的澳门作用”两个议题发言。

外国驻澳总领事、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澳门高校师
生代表、在澳中资企业代表等150多人与会。

与会人士认为，本次论坛为凝聚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
共识、拓展思想文化交流互鉴、充分发挥澳门平台作用，
提供了难得机遇和交流平台。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充
分利用各方智库资源，深化互学互鉴，开拓中国与葡语国
家合作新领域、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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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乐文
婉）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众多收藏于香港的金庸个人物品与
手稿等珍贵原件首次在内地展出。首
站金庸展近日在武汉揭幕，向来是阅
读爱好者聚集地的湖北省图书馆变
得更为热闹，不少金庸迷慕名前来，
领略大家风采、追忆侠胆豪情。

虽相距千里，但湖北与身在香
港的金庸缘分深厚。金庸小说中不
少故事都发生在湖北，仅在《射雕英
雄传》与《神雕侠侣》中，金庸便提及
襄阳 200 余次。因此，策展方别具匠
心地将此次展览入口设计成“襄阳城
门”样式，城门两侧则是八个大字：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走进展厅，依次映入眼帘的是

“大侠足迹”“金庸的武侠世界”“影
视和文娱世界的金庸现象”“百年
——金庸”四个展区。手稿、文
献、照片及小说插图、经小说改编
的电影海报、电视剧主题曲唱片与
金庸生前珍藏的私人物品……一件
件展品带领观众们重温金庸武侠小
说的创作历程与文学魅力。

“我就是看着金庸作品长大的。
非常高兴能看到金庸先生的手稿，
通过手稿去体验他创作时的温度。”
出生于1990年的孙大坤说。

玻璃展台内，金庸生前珍藏的
围棋、棋盘与一场围棋比赛的棋纸吸
引众多观众拍照、研究。“这盘棋让我
想起了不少金庸小说里的剧情与人
物，比如《天龙八部》中，虚竹无意间
的一步棋就破解了让不少人绞尽脑

汁的珍珑棋局，这蕴藏了很多人生道
理。”“80后”刘雄告诉记者。

展厅专门设置阅读区，陈列 15
部金庸小说作品，供观众自由取
阅。年近六旬的吴女士与头发花白
的爱人在书架前久久驻足。

早在1987年，吴女士便在香港
接触到《书剑恩仇录》，而后她仿佛

“着了魔”，一套套地收藏，品读起
金庸作品。“金庸教会我们什么是侠
义心。为人处事，都要在心中常怀
一个‘侠’字。”

“我很怀念金老爷子。看着这些
展品，我脑海中像放电影一般，一
幕幕小说中的情景与过去的美好回
忆不断回放。回去以后，我打算把
老爷子的书翻出来，再温习一遍。”
吴女士说。

展厅出口附近，三面墙上挂满
了展示金庸小说场景的画作，不少
观众绕场缓行，边看边讲述自己对
作品的理解，不舍离场。

记者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金庸
展每天对外开放7个小时。出于疫情
防控原因，展览每小时限定100位观
众入场。后台数据显示，如今，最早可
预约的时间已排到9月19日。

展览外，金庸作品的影响力也
在延续。如今，刘雄的孩子已经看
起以金庸作品为蓝本的动画片。“等
孩子到了中学阶段，我会强烈推荐
他读原著。因为金庸作品不仅仅是
世俗武侠，以‘侠之大者，为国为
民’为核心的金庸作品更是生动的
爱国、爱家教材。”

金 庸 展 亮 相 武 汉
读者追忆侠胆豪情

参观者在金庸展上参观。 中新社记者 张 畅摄

正在建设中的广东省广州市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是广
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核心平台之一。建成后，它将成为互联网、高科
技等创新型产业集聚地和广州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平
台。图为建设者在高空开展作业。 陈志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