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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香港大學學生廖智
樑成為國家博物館的一名文物活化
助理。他深刻了解到一個推廣文化
的方式—— 「沉浸式展覽」 ，帶來
超高互動性和參與感，強調與現場
觀眾之間的互動，運用大型裝置物
或光影變化，讓觀眾身歷其境，甚
至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文化切入增對國家認同
廖智樑感受到這種文化推廣方

式的魅力，認為本港博物館可向內
地博物館取經。他分享說，國家博
物館2020年推廣文化雪糕，讓參與
者能夠感受並且品嘗手中的 「文
物」 ，通過五官感受到文化的魅
力，增加參與者的體驗感。

在實習中收穫滿滿的廖智樑
說，通過文化切入可以增強學生對
國家認同感。立志從事教育行業的
他，認為本港現時的課堂學習比較
流於表面，如果有更多文化體驗活
動，例如華服體驗、VR導賞，增加
趣味，令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增

加。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徐皓楠獲安

排在線跟隨故宮博物院唐卡修復組
的老師學習。他的實習工作分兩
步，老師先推薦他閱讀《西藏繪
畫》、《文物保護學基礎》等有關
唐卡和文物修復的著作及論文，為
參與修復打下初步基礎。

第二部分是參與修復。徐皓楠
主要參與了對《蓮花生大師》、
《四臂觀音》兩幅實驗樣品的病害
圖繪製工作，根據之前閱讀和整理
的材料，判斷唐卡存在的各種損
傷，包括顏料脫落、殘缺、污漬、
水漬、縫線鬆動等，用不同的符號
標註及繪製。徐皓楠在短短一個月
中感受到 「修文物」 是手與心的
磨練，更是非常複合型的學科。

盼領學生遊覽大灣區城市
「我讀的專業是中國歷史教

育，希望未來可將有關文物修復的

知識融入歷史課堂，培養學生對傳
統文化的興趣。」 徐皓楠指出，香
港是故宮文化走出去的一個視窗，
北京故宮就是香港故宮的一個後
盾，他希望能為香港故宮及故宮文
化 「走出去」 貢獻自己的力量。

同樣在教大就讀的謝雅琪，獲
安排到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實
習，主要的工作是檔案整理和翻
譯。通過這次的線上實習，她了解
到故宮博物院原來十分善用先進科
技，弘揚文化。

謝雅琪希望學習更多的文化和
歷史，日後能組織大灣區導賞團，
帶領香港學生暢遊大灣區內地城
市，細聽更多灣區故事，藉此提高
學生對歷史和文化的興趣，讓他們

了解粵港澳三地文
脈相親、語言相
通、地緣相近。

參與雲端實習更想去內地交流
疫情打亂了大學往年固

有的實習安排，香港學生因
為通關問題，不能前去內地
交流實習。香港不少青年組

織舉辦 「雲端實習」 的活動，希望青年朋
友 「宅在」 家中也可以了解國家歷史文化
和社會發展，拓寬視野與見識，增強自
信。

安在家中累積工作經驗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蔡曜陽表示，自

2020年起，在國家部委及社會各界的支
持下，香港青年聯會與香港青聯學生交流
網絡分別推出創新實習專案 「雲遊文藝」
線上實習計劃及全新實習品牌 「共創新職
涯」 香港實習計劃。 「雲遊文藝」 旨在為

文博背景的同學提供線
上實習崗位，讓同學

善用暑假，安
坐家中累積工
作經驗，了解

內地的職場及文化； 「共創新職涯」 則讓
同學在香港知名企業及中資企業累積工作
經驗，給予他們發掘興趣及發展技能的機
會。

本年度兩項實習項目取錄超過70名
實習學員，都是來自本地各大專院校的
優秀學生。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深感興
趣，透過 「雲端實習」 希望令香港青年
了解國家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為其鍛
煉本領、創業就業增強動力和信心。

蔡曜陽說，很多青年朋友參與實習後
都渴望能夠親自去到內地交流，他亦希望
帶團到內地實習，會加強與實習機構溝
通，做到在隔離期間都可以通過線上培
訓，讓青年朋友先熟悉工作環境，在完成
隔離後更容易投入實習。他說，許多參與
過計劃的青年朋友都表示，到內地實習幫
助大家了解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親身體
會中華民族悠久濃厚的歷史文化，更能把
握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機遇，把自己鍛煉
成視野寬闊、正向積極的優秀青年。

港青雲遊故宮 學習保護文物
深入認識祖國歷史 立志弘揚中華文化

昨日，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廣東省、
廣州市及深圳市領導舉行視頻會議，他
在隨後的記者會表示，香港提出 「逆向
隔離」 的方案得到粵方及深方的支持，
將成立專班落實推進。 「逆向隔離」 是
指香港赴內地人員先在香港隔離，再前
往內地，以符合內地 「7＋3」 入境檢疫
政策。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這意味
着 「通關難」 有望得到逐步解決，望眼
欲穿的人們終於看到了希望。當下，與
內地通關已變成解決香港諸多問題的
「總開關」 ，無論是港人赴內地探親、

工作、學習，還是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香港企業開拓內地市場，一關
不通，一切無從談起。李家超帶領新一
屆特區政府主動作為，終於找到了一個
兩全其美的辦法，體現出開題破局的擔
當和能力，值得肯定！值得點讚！

辦法總比困難多
從昨天下午起，筆者看到聽到香港

的街頭巷尾都在議論着 「逆向隔離」 。
「逆向隔離」 既具有科學性，又具有可

行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符合內地的防疫政策。疫情

爆發以來，內地採取世界上最嚴謹的防
疫措施，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做法。內
地有14億多人口，且人口流動性大，病
毒傳播風險大，而內地的醫療保障水平
不如香港，也不如許多發達國家，一旦
發生大規模疫情導致醫療系統崩潰，後

果嚴重；相比之下， 「動態清零」 是成
本最小的防疫措施。 「7＋3」 入境檢疫
政策，比起香港的 「3＋4」 嚴格了一
些，但這是符合內地實際的，這個底線
不能突破， 「逆向隔離」 滿足了內地的
這一要求。

其二，符合香港實際。以往談及
「通關難」 ，市民最敏感的有兩點：首

先是隔離。由於存在 「兩制」 的差異，
部分港人心理上難以接受在內地 「被隔
離」 。其次是 「健康碼」 追蹤功能。由
於涉及隱私權，部分港人也不願接受。
「逆向隔離」 的辦法，是把隔離這個環

節放在香港，然後透過閉環管理的通
道，把入關人士送入到廣東一方，這樣
一來，香港居民的接受度大大提升。

由此可見，辦法總比困難多，思路
一變天地寬。凡事只要去用心做，總能
找到辦法。李家超在競選時提出 「以結
果為目標」 的口號，又稱要建設實踐型
政府，要 「能幹事、會幹事、幹成
事」 。從 「逆向隔離」 破解 「通關難」
看，李家超和新一屆政府正在用行動兌
現諾言。

以「對接思維」代替「隔離思維」
在推進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中，為什

麼以往感覺難度那麼大呢？除了客觀條
件的限制外，一個重要原因是 「心魔」
作怪！回歸以來，包括一些政府官員在
內的人士，總有一種強烈的戒備心理，
擔心 「兩制」 的界限變得模糊，甚至被

打破，時時處處強調香港與內地的差異
性。在這種過於強烈的戒備心理作用
下，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 「你我不
同」 ，應該 「隔斷」 ，姑且稱之為 「隔
離思維」 。

思維模式的形成不是一天兩天，具
有這種思維模式的人也不是一個兩個；
因而，遇到與內地溝通合作的難題時，
大家陷入了同一個邏輯陷阱，坐困愁
城，束手無策。但我們應該看到， 「一
國兩制」 本身就是一大創舉，當年提出
用邊個制度解決港澳問題，需要多大的
政治勇氣和寬闊胸襟！今天的我們，反
而在枝節問題上都難以破題，實在不應
該。 「一國兩制」 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
大創新，必須以創新精神去推進。香港
是首先實行 「一國兩制」 的地方，理應
為後來者提供樣板，為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力量。

中央希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各界也清醒地認識到，香港最大的
支撐是祖國，香港最大的機遇在內地，
香港最現實、最廣闊是粵港澳大灣區。
與內地對接，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必須以 「對接思維」 代替 「隔離思

維」 ！必須在 「對接」 上想辦法，而不
是在 「隔離」 上找理由。

李家超昨天在記者會上還介紹，這
次粵港雙方的溝通很有成效，雙方同意
再強化設立13個粵港合作專班，包括北
部都會區、南沙方案、青年創業就業實
習等，港方各專班由專責司局長牽頭盡
快與內地展開對接。由此可見，以 「對
接思維」 謀合作，以開放心態向未來，
局面就會煥然一新。

建設「有為政府」才剛剛起步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慶典上的講話中指出： 「要轉變治
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
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

香港長期奉行 「積極不干預」 的政
策取向，久而久之， 「不干預」 也成為
「不作為」 的 「擋箭牌」 ，政府做任何

事情都按部就班，一成不變，這怎麼行
呢？時代在變化、世界在變化，這種
「以不變應萬變」 帶來的結果，是各種

矛盾由小變大、由暗到明，越積越多，
最終會集中爆發，到了不可收拾的地
步。

「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
起來」 ，就是政府要轉變觀念，在市場
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地方，按市場規律
辦事；在市場調節失靈的地方，政府主
動拾遺補缺，維護社會公平。

如今，香港正處於由亂到治轉向由
治及興的關鍵時期，建設 「有為政府」

才剛剛起步。
在解決許多難
題上，特區政
府需要開題破
局 ， 勇 於 擔
當。比如，備
受關注的 「住
房難」 「供地難」 ，在兩難之間，難道
就找不到出路嗎？香港的許多法律是港
英政府時期制定的，有的已逾 「百
歲」 ，許多條款與當下的香港實際不適
應，為什麼不能修訂呢？要開題破局，
就要在這方面有根本性變革、有歷史性
突破。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
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在談及 「愛國者治港」 時闡明
「五個善於」 的標準，其中就有 「善於

為民辦實事」 ；李家超帶領特區政府以
「逆向隔離」 的辦法破解 「通關難」 ，

是為民辦實事的生動體現。事實證明，
只要勇於擔當、主動作為、思路對頭，
「硬骨頭」 是完全可以啃下來的。期待

李家超和特區政府繼續努力！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從逆向隔離看新屆政府開題破局的擔當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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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道：香
港政協青年聯會（政青）昨日舉行 「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暨第五屆執委會
就職典禮」 。行政長官李家超視頻致
辭，寄語政青團結香港青年、拓展內地
網絡、講好中國故事。

特首籲團結港青 拓內地網絡
李家超向政青成員提出三點寄望：

第一，扎根香港社區，團結青年力量，
關心香港青年所關心的事，帶領香港青
年繼承、發揚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投
身在建設美好香港的行列；第二，深耕
專業技能，拓展內地網絡，引領香港青

年拓展內地網絡，尤其投入到大灣區建
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自身所長服
務國家所需：第三，引領青年深入認識
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用知識裝備自
己在國際舞台上面講好中國故事、講好
香港故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致辭時表示，政
青擁有兩項寶貴資產，第一是 「時
間」 ，年輕本身就是優勢，只要方向
對、方法對，時間的巨大力量就能早就
成功；第二是 「大局」 ，世界經濟重心
西向東移，政青都有着大局觀與家國情
懷，他鼓勵大家用好香港優勢、服務國
家所需，獲得更大的個人發展，青年間

互相扶持。
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朱文致辭時表

示，未來五年是香港實現新飛越的關鍵
期，政青是引領、服務和團結青年的重
要平台，希望在新一屆執委會的帶領
下，利用平台進一步發揮青年優勢、青
年力量，為增強香港發展動能積極作
為，與祖國同心同行。

第五屆執委會主席鄧灝康致辭時表
示，第五屆執委會已定下三大工作方
向，一是推廣國民教育，宣傳國安法
律，扎根基層社區；二是深耕專業技
能，拓展內地網絡，講好中國故事；三
是增強會員凝聚，促進會員發展，培養

政協委員。政青將以此開展一系列活動
和培訓工作，引領個人規劃發展，協助
青年向上流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榮譽主席譚鎮國
說，第四屆執委會在任期內得以在眾多

社會事務上發揮積極作用，背後有賴社
會各界的關心及指導，他相信，新一屆
執委會必會承擔起責任和使命，幫助香
港青年解決所困、所需，繼續做好香港
青年的引路人。

政協青年聯會換屆 定三方向推進青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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