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廣州市南
沙區政府12日晚發布消息稱，當日，香港中
文大學醫學院一行逾40人赴該區開展實地考
察，與南沙區衞生健康局正式簽署框架性合
作協議。

更好服務港澳居民
據廣州市南沙區政府介紹，此次南沙區

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合作協議的正式簽
署，標誌着雙方將通過建立緊密協商合作機
制，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共建高端醫學人才
培訓及科研創新平台，推進資源整合，促進
港澳人才集聚，推動南沙區與香港醫療衞生
事業協同發展，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同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將充分利用
粵港澳大灣區8000萬人口這一龐大的數據
和案例支撐，加強醫學科研及人才培訓，引

進尖端創新醫學研究成果，更好服務港澳居
民。

引進港式醫療服務體系
此外，南沙區也將藉此合作平台，引入

優質港式醫院管理經驗，推動兩地檢驗檢查
結果互認，探索構建跨境轉診轉運試點，推
進生物醫藥產業發展及科研成果轉化，探索
打造穗港醫療高水平融合發展的引領示範。

據了解，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首次組團
大規模實地考察南沙區，這也是穗港醫療融
合發展的重要成果，為人才培養、專科共
建、產研協同發展等領域實現互惠雙贏奠定
了堅實基礎。並為南沙區引進港式醫療服務
體系和優秀醫療人才、促進穗港醫療深度合
作、搭建穗港醫療重大合作平台設立了新通
道。

南沙攜手港中大
建高端醫學人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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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16校學生赴閩交流 訪廈大等高校
【大公報訊】沙田民政事務處

聯同地區青年團體義連班及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共同舉辦
「福建省交流學習之旅」 ，於4月
10至12日期間，與本港16所中學的
青年學生，一行34人到福建省交流
學習。

增強國家認同感
是次交流活動為全港首次由政

府部門、地區青年團體，以及同鄉
社團攜手推展的交流團，充分展現
三方力量結合的豐盛成果。沙田民
政事務專員柯家樂、中聯辦新界工
作部副處長袁名別擔任隨團顧問；
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義連班主席
劉德榮，以及福建社團聯會青年委
員會常務副主任、廈門市政協委員
周致人擔任團長；廈門市政協委員

陳文超、南安市政協委員林嘉旭、
全國青聯港區委員宋冰冰，以及新
界青聯成員施彬彬隨行。

柯家樂表示，交流團參觀了福
建省港澳青年（廈門）同心交流基
地、到訪了 「港澳青年說」 及 「港
澳青年主題空間」 、訪問了廈門規

劃展覽館、參訪了廈門大學及華僑
大學等高校和美亞柏科等高端企
業，了解到國家在網絡安全上所作
出的努力和進步，更前往鼓浪嶼、
南普陀寺、曾厝垵進行文化體驗，
整體增強了香港青年的文化認同感
和國家認同感。

公民科考察團訪肇慶 體驗文化保育

與當地中學交流 唱民歌彈琵琶

「這個校園比一個小區還
大！」 「高三一個年級居然就有一
整棟教學樓。」 「樓道裏好像開了
空調一樣涼快。」 首站廣東肇慶中
學寬敞乾淨的校園環境，讓交流團
的同學們感覺新鮮又好奇，一掃路
途的勞累。

肇慶中學的前身是創辦於1573
年的兩廣端溪書院，1905年改為肇
慶府中學堂，素有 「西江最高學
府」 之稱，建國後定名為廣東肇慶
中學。在肇慶中學副校長黃屹嫻的
帶領下，創知中學的師生們認識了
肇慶中學的歷任 「山長」 ，看到了
獨一無二的端硯雕塑，而最讓同學
們印象深刻的，還是寬敞整潔的校
園環境。400米的開闊田徑場、有
落地窗的室內體育館、獨棟的高三
教學樓……這些都讓香港同學們讚
嘆不已。

校史館就像博物館
梁豪朗同學則對肇慶中學校史

館裏的陳列品很感興趣， 「沒想到
校史館裏會有那麼多歷史文物，民
國以來的各種試卷、證書和勳章
等，就像一座博物館。」

值得一提的是，內地青少年十
分青睞的社交平台B站，在香港學
生心中也有一定的認知。當看到校
史館裏介紹B站其中一位創始人李
旎就畢業於肇慶中學時，在場的港
生們都不由自主地發出一陣驚呼。

在音樂課上，創知中學和肇慶
中學各自選出數十位同學，分成三
組間隔而坐，相互合作模仿大自然
中的聲音。 「你們班有多少人？」
「你們每天幾點下課？」 在小組合

作練習的空檔，兩校同學們都忍不
住好奇地向對方了解各自的情況，
你一句我一句，一下子就熟絡了起
來，現場氣氛十分融洽。

在接下來的環節，音樂老師張
冬帶領大家試唱了浙江方言民歌和
新疆民歌， 「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
歌曲語言各異，說明我們這個多民
族國家的多元和包容，也提醒我今
後看待事物要從多角度去思考。」
丁凱煌同學在課後分享會上感嘆。

嘆時間太短沒法更多交流
張冬還展示出一張敦煌壁畫中

飛天反彈琵琶的圖片，並邀請同學
上台體驗反彈琵琶的演奏姿勢。看
到台上的同學在老師指引下，很快
學會用反彈姿勢奏響了琵琶，台下
的同學們也從一開始的哄笑轉變為
驚嘆。 「原本以為只是壁畫中的誇
張構想，沒想到古人真的藝高膽
大，太了不起了！」

課程結束後，創知中學副校長
盧世威代表學校向肇慶中學贈送了
致意錦旗，而肇慶中學副校長黃屹
嫻也向創知中學贈送了學校的吉祥
物公仔。在當晚的分享會上，創知
中學的同學們忍不住吐露心聲，顯
得依依不捨， 「互動課程很有趣，
可惜行程時間有限，沒來得及與肇
慶中學的同學們做更多交流。」

唱民歌、彈琵琶，同堂互動，其樂融融。4月12日至14日，香港
特區政府教育局組織的又一個高中公民科學生內地考察團赴粵開展參
訪活動。此次考察團的主題是肇慶文化遺產保育，約120名來自創知
中學的師生來到廣東肇慶進行為期三天的交流行程。考察團到達肇慶
的首站，是到肇慶中學參觀，並與當地同學們共上一堂互動音樂課。
活動當中，學唱不同民族的歌曲又讓港生們領略到中國作為多民族文

化的多元和包容，嘗試 「反彈琵琶」 更讓港生們感慨 「古人藝高人膽大」 。

大公報記者 帥誠肇慶報道

當地學生以為我們只會說粵語
受三年疫情影

響，很多港人許久沒
有往來內地，此次高中公民科學生
內地考察團剛到達肇慶東站時，創
知中學的同學們都穿着整齊的校
服，佩戴着口罩，略微帶着一絲久
未踏足內地的生疏和拘謹。

未曾想，首站與肇慶中學的交
流就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港生們帶
着依依不捨離開了校園，也都在當
晚的分享會上暢述細心觀察到的成
果。 「高鐵開到350km／小時還那
麼平穩，座位前還有充電口。」
「肇慶中學的教室黑板上都寫滿板

書，大家都很刻苦學習。」 「原來
當地學生以為我們只會說粵語，我
們用流利的普通話改變了他們的看
法。」

這些並非參觀流程中安排的點
點滴滴，卻給同學們帶來了不一樣
的感觸。

花絮





德慶觀摩古建築
黃岩洞探化石

13日，高中公民科
學生內地考察團探訪了

一眾肇慶文化遺產，在德慶學宮感受儒家
文化，認識科舉制度；在黃岩洞探尋嶺南
古人類化石遺跡；在龍母祖廟了解當地民
間信仰和民俗技藝，可謂收穫滿滿。

在參觀德慶學宮時，林澤風同學對大
成殿的木質卯榫結構讚不絕口，屋簷和房
樑設計上採用了 「四柱不頂」 「減柱四
根」 「出跳最長」 三大創新，在中國傳統
古建築中都屬罕見。 「在香港平時見到的
大多數是西式建築，很少有這樣保存完好
的古建築，在肇慶近距離觀察這些建築的
細節才明白古人的智慧有多偉大。」 他
說。

在自由活動時間，一個標註了 「狀元
到案首」 的轉盤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同學
們紛紛轉動轉盤與 「高中狀元」 的字樣合
影。

交流團來到封開縣黃岩洞景區時，時
間正值中午，室外溫度一度接近30攝氏
度，但一進入岩洞內，陰涼的空氣瞬間
讓同學們大呼涼爽。 「嶺南古人類14萬
年前就懂得尋找冬暖夏涼的岩洞作為棲
息地。」 講解員介紹，黃岩洞是舊石器
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典型遺址，
也是嶺南母系氏族搖籃。

「岩洞裏的古人類生活遺跡讓我大開
眼界，原來嶺南古人類就能夠使用工具，
還會利用岩洞內的積水洗澡，足見早期人
類的智慧，也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
化。」 創知中學吳芯諭說。

焦點
新聞

▲創知中學和肇慶中學的學生在一起上音樂課。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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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團員在德慶學宮參觀。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16所中學的青年學生到福建省交流學習。 受訪者供圖

▲兩校學生在互動交流。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交流活動豐富多彩

第2天 德慶學宮
•認識國家古代科舉制度的歷史、儒家思想
與孔子文化；通過參觀德慶學宮內大成
殿等認識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特色。

黃岩洞
•通過考察古人類遺址及出土文物，了解嶺
南史前文化。

龍母祖廟
•通過考察龍母祖廟的建築和設計，認識傳
統民俗文化活動、風水文化、民間祭祀與
親族情懷。

公民科考察團肇慶文化遺產
保育線路特色一覽

紫荊西堤
•通過走訪當地民生相關項目，了解當地人
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

第1天 肇慶中學
•通過參觀學校，了解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政
策、學與教模式等的異同；在互動課程上
與當地學生交流，分享兩地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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