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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4月 3日电 （记者
孟佳）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官兵代表 3 日赴香港新界乌蛟腾抗
日英烈纪念碑、斩竹湾抗日英烈
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
念碑开展清明瞻仰祭扫活动，深
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
革命先烈。

英魂不泯，浩气长存。烈士纪
念园里，抗日英烈纪念碑巍然矗
立，参加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们
庄严肃穆。大家仔细清扫纪念园
区、擦拭纪念碑，向革命烈士敬献
花篮、默哀致敬，共同瞻仰英烈纪
念碑，学习烈士英勇事迹。

活动现场，英烈精神如永不熄
灭的火炬，把大家的思绪引向波澜
壮阔的历史岁月，大家重温抗战历
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表达对先

烈们的深深敬意与缅怀之情。参加
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纷纷表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要永远
铭记祖国繁荣昌盛背后那些革命先
烈的无私奉献，学习他们不惧艰
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在赓续
传承红色血脉中不断提升有效履行
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团结发
动香港民众，在新界和港九一带顽
强抵抗入侵日军。为缅怀和纪念牺
牲的革命先烈，香港社会各界分别
于1951年、1989年、2023年修建了
上述 3 处抗日英烈纪念碑。其中，
乌蛟腾、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先
后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第三批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解放军驻港部队官兵代表瞻仰香港抗日英烈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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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省宁德市大力发展海上养殖业，通过科技兴海、落实财税等举措，推动大黄鱼、海参养殖设施转型升
级，促进养殖户增收致富。图为近日在宁德市蕉城区白基湾海域，养殖工人在海参养殖区作业。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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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古开新 共书辉煌——西安碑林海峡两岸临书展”近日在陕西
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幕。展出作品以临习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29种名碑
刻帖为主要内容，涉及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此展在西安
碑林博物馆结束后，计划在台湾举办两场巡展。

中新社记者 阿琳娜摄

明确方向，引进重点创科企业

2023年12月，内地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
代与香港科技园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计
划在香港科学园设立宁德时代香港科技创新研
发中心，预计投资不少于 12 亿元 （港元，下
同），招聘约500名员工。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表示，引进重点企业是特区政府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重要着力点，一年多来，香港已吸引超过
30家重点企业落户。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 提出，到 2032
年，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提升
至 5％。面对土地资源紧张、工业基础薄弱等
问题，香港的新型工业化之路该怎么走？

“新型工业化是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将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结合，
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能增强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工
业化。”孙东说，科技赋能工业能够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力，带动金融、物流等业界全方位发
展，从而支撑香港持续高质量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工业专员
葛明表示，结合香港的科研优势，香港推进新
型工业化主要聚焦在三个方向，即生命健康科
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先进制造与新能
源，“这三个产业协同发展，将会带动本地创科
发展更为蓬勃，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能。”

产学研结合，加速创科成果转化

近年来，香港大力完善新型工业化所需的基
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补齐相关短板：香港科技园
公司管理的大埔、元朗、将军澳三个工业邨更名
为“创新园”，在园区内建设“医疗用品制造中心”

“微电子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等平台；进行香
港科学园第二阶段扩建计划和数码港第五期扩
建计划；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

2022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拨款100亿元在香
港科学园建设“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聚
焦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等，涵盖本
地与海内外科研机构合作成立的29所实验室。

“香港特区政府积极的创科政策和财政投
入，帮助越来越多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以
创新科技驱动的初创企业在香港蓬勃兴起。”京
港学术交流中心总裁徐海山说。

2023年3月，医学影像企业美时医疗宣布，正
式迁入位于大埔创新园“医疗用品制造中心”的生
产基地。“大埔创新园让我们有机会把科研技术变
成‘香港制造’。”美时医疗首席运营官杨思敏说。

“这一年多来，香港在成果转化方面变化非
常快。”孙东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于 2023 年 10
月设立“产学研1+计划”，拨款100亿元支持不
少于 100 支有潜质成为初创企业的大学研发团
队，首轮已收到94份申请，业界也纷纷走进校
园，与大学团队商讨如何加速成果转化。

技术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氛围有很大改善，政
府配套支持多，业界的创造热情也很高。”香港青
年邓咏诗是一家电子制造服务商的创办人兼市场
部总监，在新界沙田火炭的一幢工业大厦内运营
着一间500多平方米的车间，主要负责为本地企
业提供电路板加工服务及高端电子产品制造。

邓咏诗介绍，公司已申请政府资助，请香
港生产力促进局帮助设计一条结合传感器与工
业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生产线，“届时产能不仅能
增加150%，更能加强质量监控，提高效率。”

截至2022年底，香港有7845家制造业企业，
其中 98.7%是就业人数少于 100 人的中小企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表示，传
统产业通过先进技术，让生产过程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也能迈向新型工业化。

近年来，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积极助力制造业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迈向智能生产，研发出“猫头
鹰”智能生产线、智能包装系统、智能中央厨房等
设施，成功应用于微电子、金属、塑胶、食品等企业。

尽管有些港资制造商的工厂不在香港，但
港资企业在制造业领域仍相当有竞争力。香港
工业总会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间，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协助推动1200多个智能化项
目，其中三成在香港落地、七成在内地落地，
帮助不少在内地港资企业实现智能化转型。

香港：创新科技引领新型工业化
本报记者 冯学知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2022年底公布《香港
创 新 科 技 发 展 蓝
图》，提出推动科技
产业发展，实现香港

“新型工业化”。一年
多来，香港聚焦重点
领域，着力引进重点
企业、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协助本地制造
业转型，紧锣密鼓推
进新型工业化，取得
显著成效。

“家的味道好像就是吃的味
道，所以我们创作了 《寻味》，透
过一碗牛肉面来讲起。”4 月 2 日，
来自台湾的导演李宗熹在话剧《寻
味》媒体探班活动上说。

4 月 3 日至 6 日，由北京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
文工团、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
办公室联合出品的话剧《寻味》在
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由剧作家龚
应恬和李宗熹联合编剧，曾黎、李
志希、王毅领衔主演，参与创作的
两岸实力派演职人员达数十人。

《寻味》 讲述了一个特殊的回
家故事。从台湾眷村到北京胡同，
在一家四代人聚散离合的温情故事

中，延展出两岸同胞的浓浓亲情。
“这部戏集聚了海峡两岸优秀

的艺术家们。”中华全国总工会文
工团话剧团副团长、话剧 《寻味》
制作人唐丽华介绍说，创作过程
中，团队在思想理念、表演风格等
方面不断碰撞、融合。

家是什么味道的？这是话剧
《寻味》 抛给观众的问题。家里面
有“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人情
百态，舌尖上品咂的滋味连通了血
脉，最后化作割舍不了的真情。

剧中，少年时代在北京胡同成
长的李金标，带着儿时母亲做的面
的味道，在台湾眷村开了面馆维持
生计，即便在酸涩苦闷的漂泊生活

中也能体会到缕缕甜意。而母亲的
离世，令李金标无法找回家的味道。
从“失味”到“寻味”，舞台上娓娓道
来的两岸故事，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对李宗熹来说，家的味道是奶
奶做的狮子头的味道。老人是江苏
南通人，1949年去了台湾。“有些
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消
失，会一直存在。”在李宗熹看
来，《寻味》比较像一部纪录片。

台湾演员李志希出身京剧世
家，其家族命运也与剧中情节契
合。“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痛
苦，真的觉得撕心裂肺。”李志希
说，他父亲也是 1949 年到台湾，
时隔数十年才再次返回大陆。

3 月上旬，《寻味》 登上上海
的中国大戏院舞台，让李志希有

“命中注定”般回家的感觉。“1948
年，我大伯、二伯、三伯、父亲都
在那个台上演出过。”李志希说，
自己仿佛看到当年 16 岁的父亲粉
墨登场的样子。

演员曾黎在剧中出演李金标的
北京表妹小茹一角，在《寻味》剧
组的经历让她难以忘怀。“来到这个
剧组就像回到一个大家庭一样，彼
此不仅是工作关系，更如同家人。”

一碗寻常的面条里，蕴含着浓
浓的亲情味道。话剧《寻味》获得
广泛好评，入选首批“北京大戏好
戏名录”、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优
秀剧目等。接下来，《寻味》 剧组
还将赴石家庄、西安、重庆等地
巡演。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小
鹏、杨淑君、吉晓东）

话剧《寻味》讲述两岸同胞浓浓亲情

本报台北4月 4日电 （记者张
盼） 台灾害应变中心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花莲地震全台灾情累计 2523
件，造成 10 死、1067 伤、660 人受
困及38人失联。

3 日早上，台湾花莲县海域发
生 7.3级地震后，余震不断。截至 4
日傍晚，余震已有近400起。台气象
部门表示，目前余震数量已有下降
趋势，预估此后余震不会再超过
主震规模，但台湾东部是板块运
动活跃区域，岛内民众还需要保
持警惕。

受花莲地震影响，全台有 28
栋建筑物倾倒，分别为花莲县 17

栋、宜兰县 1 栋、基隆市 2 栋和新
北市 8 栋。部分岛内民众仍面临停
水停电等问题，目前抢修工作仍在
进行中。

地震发生后，花莲当地临时设
置多处安置所。花莲县政府 3 日晚
间表示，为协助救灾及重建，即
日起开放赈灾捐款专户、接受民
众捐款。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 4 日
表示，拨款 3 亿元新台币给花莲县
政府紧急使用。来自全台各地的
搜救队协助花莲救援工作，不少
岛内志愿者自发前来支援，慈济
基金会等也积极提供灾民收容与
关怀服务。

台湾花莲启动灾后重建工作

新华社香港4月 4日电 （记者
黄茜恬） 第十五届鲁迅青少年文学
奖香港赛区征稿4日正式启动。

本届香港赛区比赛包括中文写
作、硬笔书法及毛笔书法三个比赛
类别，参赛组别分为小学组、初中
组、高中组及青年组。为鼓励更多
非华裔学生及青年学习中文，今年
分设两个语言组别——母语组及非
母语组。征稿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6
月7日。

据悉，中文写作类别征文结束
后，香港赛区评审团将评选入围复

赛作品，入围复赛的选手需要到指
定地点进行现场作文。

自2021年首次设立香港赛区以
来，鲁青奖得到香港社会各界、众
多学校以及家长学生的支持与积极
参与，在香港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成功吸引近五千名香港学生及青年
积极参加过往三年比赛。

本次比赛由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香港组委会主办；鲁迅文化发展中
心、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组委会指
导；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大公文
汇全媒体新闻中心承办。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香港赛区征稿启动

据新华社成都4月 3日电 来
自川港两地的百余位青少年运动爱
好者正齐聚四川都江堰，展开为期一
周的“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香港赛马
会助力川港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

“学校竟然有网球场、足球场、
能看比赛的篮球馆，城市还有室内
滑雪场！”“好大的雪场！”……香港
的小朋友们对四川香港马会奥林匹
克运动学校的场地设施赞叹不已，
还对热血奇迹滑雪场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

本次交流活动自 3 月 31 日到 4
月 6 日，内容包括网球、滑雪、足
球、体能训练等，还有武术、摔跤
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两地青少年
还将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汶川县

映秀镇地震遗址等。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专项基金

部负责人苏开顼表示，川港青少年体
育交流活动的使命在于加深两地青
少年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传播中
华体育文化，传递中华体育精神。

香港赛马会国内体育项目主任
任军说：“希望参加活动的同学们能
够体验运动的快乐，学习到运动者
不服输、不放弃、勇往直前的体育
精神，用强大的内心和坚韧的毅力
克服困难，保持希望，砥砺前行。”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
会、香港赛马会资助，四川香港马
会奥林匹克运动学校承办，北京奥
睿志达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

川港青少年体育交流活动丰富多彩

西安碑林海峡两岸临书展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