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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往来频繁

“北京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此
次合作是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
界’这一优势的具体实践，将有效
提升两校科研协同水平，提升世界
影响力。”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与香港教育大学研究生院
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北京大学副
校长兼教务长王博这样表示。根据
协议，在接下来为期 5 年的时间
里，双方将进一步推动学者及研究
人员交流，促进跨校研究协作，一
同举办学术会议及专业培训，大力
推动暑期交流活动等。

紧密互动的不只是这两所大
学。近期，不少内地与港澳高校都
进行了深度交流。

3月以来，澳门城市大学代表
团到北京多所高校访问调研，并与
中央民族大学共建“北京—澳门人
文交流中心”、与北京语言大学合
作建设“葡语国家中文教育和人文
交流中心”；北京大学访问团赴香
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参访，就促进京港大学联盟发
展、落实教育部“港澳与内地大中
小学师生交流计划项目”框架合
作、本科生联合培养等议题进行了

交流；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与中
国美术学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两
校将在师生互访、科研项目等方面
进行合作……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近年来内
地与港澳高校先后建立粤港澳高校
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
盟、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等，在联合
办学、科研创新、联合育人和实验室
共建等方面开展合作，高校间关系
日益密切，交流深度不断增强。

聚焦科技创新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是全
国人大代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她
建议有关部门在香港进一步建设国
家实验室，以支持和促进香港更好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内地和香
港两地高校的科研合作交流。“香港
拥有多间世界级的优质大学，可以
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她表示。

叶玉如的观点得到不少港澳高
校管理者的赞同。大家一致认为，
科技创新是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进
步的关键，高校作为科研的重点单
位，理应加强合作，协同参与。不
论在内地与港澳的高校联盟活动
中，还是内地与港澳高校签署的合

作协议里，加强科研合作、推动科
技创新都是最受关注的内容。

在教育部的鼓励和支持下，近
年来内地和港澳高校持续共建共享
创新平台，协同开展科技创新研
究。目前，港澳高校参与建设的国
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和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共计达数十
个，助推港澳科技力量进一步融入
国家创新体系和发展大局。

“我们将继续鼓励学者前往内
地省市交流合作并成立成果转化研
究院，结合学校的科研优势与当地
产业需求，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
应用，推动产业创新，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
光说。

湾区加速融合

去年9月，位于广州南沙的香
港科技大学 （广州） 正式开学，学
校同香港科技大学实现资源共享、
优 势 互 补 ， 共 同 构 建 “ 港 科 大
2.0”。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
地与香港合作办学高校，该校融
合内地与香港优质教育资源，对
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
才、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
积极意义。

在内地与港澳高校的交流中，
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间互动尤为热
络，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程度也最
深。在教育部批准的内地与港澳高
校共同设立本科层次及以上合作办
学项目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
作办学机构几乎都落地在大湾区内
地城市。

除了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北京师范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已分别在深圳、珠海落地发展数
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香港城
市大学在东莞、香港大学在深圳、
澳门科技大学在珠海的合作办学都
在积极建设或筹备建设中。

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
其高等教育各有所长、优势互补，
为合作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
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支持粤港澳
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
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不少
教育界人士认为，加强三地教育合
作发展，有利于破解港澳高校产学
研衔接紧密度不高、办学空间有限
等问题，提升港澳高校科研成果转
化率，也有利于内地高校借鉴吸收
先进办学经验，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

协同发展 内地与港澳高校合作效应加乘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日前，复旦大学代表团访问澳
门大学，双方召开了两校战略合作
联席会议，并举办“国家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伙伴基地”签
约及揭牌仪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与香港教育大学研究生院签署学术
合作协议书，全面深化双方在学术
交流和专业培训等多方面的协作。

近年来，内地与港澳高校交流
合作日趋紧密，参与范围更加广
泛，内容与形式更为多元。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内地与港澳高校之
间积极推动优势互补，努力实现资
源共享，合作效应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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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潘清）
2021 年，台青陈冠安来到广东创
办星禾惠创意科技 （广州） 有限公
司，为台湾研发制造的个人专用一
次性医疗器械开拓大陆市场。试水
之后，陈冠安又将目光对准了被视
为台商投资热土的上海。

星禾惠与其他4个台青创业团
队一道，成为近日揭牌的浦东新区
两岸青年创新创业 （实习就业） 基
地首批入驻企业。

基地位于浦东周浦智慧产业园
永和集团创新中心内，孵化面积约
2700 平方米。除了共享办公区、
业务洽谈室、休闲吧，以及可举办
交流活动、主题沙龙、项目路演的

多功能厅，基地还因应青创企业特
点和需求配置了公共直播室和视讯
会议室。

在汇聚众多台资企业的上海，
这个基地也成为台商“反哺”、多
方助力，支持两岸青年创新创业的
又一示例。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永 和 食 品
（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建
雄拎着一个皮箱来到上海创业，在
浦东开设了大陆第一家“永和豆
浆”。得益于大陆改革开放和一系
列惠台政策，永和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知名连锁餐饮企业。

自身的创业经历，令身为上海
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的林建雄作出决定：“贡献”集
团旗下创新中心作为舞台，为两岸
青年创业者解后顾之忧。

新的两岸青创平台获得多方积
极助力。据介绍，基地将依托市、
区台办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政
策指导、创业资本、技术人才支
持；依托周浦镇智慧园区，打造低
成本、开放式、便利化、全要素服
务；依托台协企业资源，构建创业
实习就业“一站式”服务。

“基地将坚持‘精致、精准、
精选’发展理念，整合资源优势对
入驻团队提供全方位、客制化协
助。”林建雄说，希望基地聚集更
多两岸青年人才，成为两岸合作发

展的重要平台。
浦 东 搭 建 新 的 “ 筑 梦 ” 平

台，也让台湾青年创业者跃跃欲
试。除了星禾惠，首批入驻的 5
家企业中还包括：专注人工智能领
域的锶珩智能科技，搭建在陆台生
交流平台的 TSA，瞄准豆乳类饮
品市场的“豆宝战队”，以及开
拓精品快餐领域的“豆宝的花花
世界”。

“期待星禾惠团队能在上海这
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创出一片新天
地，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在改善医
师器械使用体验、简化手术流程的
同时，助力营造更安全的医疗环
境。”陈冠安说。

台商“反哺”各方助力——

上海浦东新添两岸青创平台

近日，在福建省福
州市黄岐客运码头，搭
载 53 名台湾同胞的客
轮缓缓靠岸。据统计，
自今年 1 月复航以来，
福马“小三通”（琅岐—
马祖、黄岐—马祖） 两
条航线已开航 70 余艘
次，经“小三通”往返
福马两地的旅客数不断
攀升。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喻珮）
第二届海峡两岸江夏文化研讨会4月
9日在武汉江夏举行，两岸专家学者、
黄氏宗亲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天下黄姓出江夏，万派朝宗江
夏黄。”湖北江夏是黄姓的一个重要
发祥地。黄姓在历史上不断向四面
八方迁徙，其中有一部分从广东、
福建迁到宝岛台湾。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台北、桃
园、苗栗、台中、台南、南投、嘉
义、高雄等台湾县市宗亲代表70余
人亲临现场，两岸宗亲共叙亲情、
同怀先贤、共话乡谊。

台湾苗栗县黄姓宗亲会理事长
黄玮尧首次来到江夏寻根问祖。他
说，在宗亲互动交流中，能够真正感
受到“一家人”的亲切，同时也感念祖
先背井离乡的艰辛。“江夏黄”是两岸
同胞根出一脉、骨肉相连的史证，回
乡认祖的过程有助于让子孙后代更

懂得饮水思源、薪火相传。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监事长黄明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广大台湾同胞、黄氏宗亲长期
以来心系故土、泽润桑梓。今年以
来，台湾乡亲踊跃来大陆参访、寻
根，从中明显感受到两岸交流交往
逐步热络。希望借此进一步推动两
岸交流，促进心灵契合，推动融合
发展。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秘
书局副局长李力在致辞中说，此次
活动充分展现了两岸同胞携手合
作、加强往来的高涨热情。两岸嘉
宾共忆黄姓先贤、共研江夏文化、
共谋民族复兴，符合两岸民众走亲
走近的心声。

本届海峡两岸江夏文化研讨会
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湖北省海峡两
岸交流促进会、武汉市海峡两岸交流
促进会、江夏区人民政府主办。

台湾宗亲寻根“江夏黄”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许雪
毅） 闽台携手挖掘“开闽世家”迁
台记忆取得阶段性成果。《开闽世家
闽台源流志》第一期新书4月9日发
布，集合了台北、台中和高雄三个
地方开闽后人的故事。

据《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介绍，
“开闽世家”指的是唐末随王审知三兄
弟入闽的开闽诸姓，“闽台同源”指的
是福建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

当日，新书发布会在福州台湾会
馆举行。台中闽王纪念馆理事长王建
堃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他表示，“开
闽世家”迁台记忆的意义在于真实反
映两岸民众的血脉亲情和两岸关系
的历史变迁。饮水思源，不忘根本，台
中闽王纪念馆率先响应，希望更多同

仁承前启后、发扬光大。
《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第一期

台中、台北和高雄王氏篇，讲述了
从泉州安溪到台北大稻埕、从泉州
同安到台中神冈、从福州藤山到漳
州白礁到高雄路竹的三段闽人迁台
历史脉络。

福州市闽王王审知文化交流中
心主任王诗润介绍，迁台记忆系列

《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项目去年 6
月正式启动，计划每年出一期刊物。
下一期刊物计划从桃园客家人入手，
讲述客家人自闽入台的迁播故事。

本期新书发布会由福建省台湾
同胞联谊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
会、台中闽王纪念馆和福州市闽王
王审知文化交流中心等举办。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褚萌
萌） 以“活力共创，精彩起航”为主题
的香港第 66 届体育节 4 月 8 日在九
龙公园体育馆举行开幕典礼。本届体
育节将在 4月至 6月期间举办比赛、
同乐日及体育示范等活动，涵盖垒
球、赛车、赛艇等多个运动项目。

本届体育节由中国香港体育协
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 （港协暨奥委
会） 主办、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
化事务署资助。香港垒球嘉年华、
第五届香港赛车运动节、幼儿手球
推广同乐日、室内赛艇夏日祭及亲

子运动市集2023等重点活动，将于
5月至6月陆续举行，为参与者带来
多种运动体验。

为加强与公众的互动，足球运
动员陈伟豪、攀登及健美运动员郑
丽莎、赛车运动员骆倩华成为本届
体育节大使，将在多项活动中与公
众分享交流。

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本届体
育节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敏超表示，
期望通过不同活动鼓励市民投入运
动、享受其中乐趣并建立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

4月 10日，在深 （深圳） 江 （江门） 铁路珠江口隧道广州南沙段，中
铁隧道局施工人员在检查“大湾区号”盾构机循环泵工作状况。深江铁路
横穿珠江的珠江口隧道由两台巨型盾构机从东莞虎门和广州南沙两端分别
盾构掘进，目前隧道盾构段已掘进过半。

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把深圳、东莞、广州、中山、江门这五座大湾
区城市更紧密连接在一起，实现深圳前海自贸区与广州南沙自贸区半小时
高铁互联互通，助力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盾构段掘进过半

《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首期新书发布

香港举办第66届体育节

近日，中国香港赛艇队36名成员来到江苏常州西太湖水上基地开展集
训，备战即将在杭州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图为中国香港赛艇队队员整理
训练装备。 夏晨希摄 （人民视觉）

“小三通”
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