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片甲骨驚天下，千年文字貫古今。為促進安港兩地經貿文化緊密合作交流， 「中華字都·安陽」
紅旗渠——殷墟文化旅遊推介會於日前（5月15日）假尖沙咀千禧新世界酒店圓滿舉辦，安陽市委書
記袁家健帶領參訪團於活動現場向港人派發文旅 「大禮包」 ，他表示，將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
要指示精神，持續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打造安陽文化形象及旅遊品牌，接下來會開展一系列
安港文化交流活動，包括推出殷墟和紅旗渠等國家5A景點對港人免費入場等優惠措施。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謝益明以及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旅遊界、教育界和政商界代表等逾150名嘉賓出席推介會，場面熱鬧，氣氛熱烈。

弘揚歷史文化 展現美麗安陽
袁家健在介紹安陽時，用安陽之美， 「美在歷史，美在山水，美在風骨，美在飛翔，美在生活，

美在未來」 的 「六美」 為主題，介紹了安陽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以及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向。隨後
他向廣大香港同胞發出邀請，邀請大家到安陽休閒度假、投資創業，並希望各位香港同胞在安陽能
「遊的盡興，吃的過癮，住的舒心，玩的開心」 。

安港合作開新篇 青年交流創未來
張國鈞致辭表示，香港要繼續發揮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 「超級聯繫人」 角色，與像安陽這

樣的歷史文化名城進行更深入的文化交流，把優秀的中華文化帶到世界。河南省政協委員、香港河南
聯誼總會副會長祝慶台表示，作為安陽人，他鼓勵香港人，特別是香港年輕人去安陽走一走、看一
看，了解中華優秀的歷史文化，樹立正確價值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隨後，推介會上播放了安陽文旅宣傳片《關於字的故事》，展示中華字都——安陽的悠久歷史，
並舉行了安港兩地結對學校的授牌儀式及旅遊界合作簽約儀式，多所香港中學與安陽的學校簽訂締結
姐妹學校的合作協議，共同推動兩地學生交流。 （特刊）

▲現場嘉賓手持甲骨文字牌向香港市民推介安陽——甲骨文的故鄉。

中華字都 鼎盛安陽
紅旗渠—殷墟文化旅遊推介會
成功舉辦港人遊5A景區免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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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東紅表示，通過構建生魚塊數字化
結構模型，打印支架模擬天然魚肌肉組
織，魚肉在3D支架中的生長，產生類似自
然魚肉該有的結構和紋路。 「海洋魚類所
含優質蛋白和不飽和脂肪酸，對於身體健
康有積極作用。」 劉東紅說。

篩選分理細胞培養魚肉「種子」
用細胞培養魚肉，本質上是通過動物

幹細胞在體外進行細胞增殖和分化的過
程。 「要 『復刻』 一塊魚肉，首先要找到
種子細胞。」 劉東紅說， 「在研究中我們
發現，肌肉細胞和脂肪細胞佔普通大黃魚
肉固形物成分的八成以上。」 因此，最終
團隊從大黃魚軸上肌和腹側體腔脂肪中，
篩選分理出肌肉幹細胞和脂肪幹細胞，作
為細胞培養魚肉的 「種子」 。

培養基則承擔了 「土壤」 角色，為細
胞的增殖和分化提供養分。研究發現，脂
肪幹細胞能夠在培養基中較好增殖分化，
然而作為肉質的主要成分肌肉細胞到了體
外培養卻困難重重。陳軍與生命科學學院
黃曉副教授對肌肉細胞分化過程進行了系
統研究，找到兩條影響肌肉生成的信號通
路。此外，培養基是細胞培養肉生產流程
中最重要的成本控制環節，浙大生物系統
工程與食品科學學院教授陳啟和篩選得到
低血清的基礎培養基，大大降低成本，為

將來大規模化生產提供了基礎。

構建數字化模型打印肌肉組織
隨着肌肉細胞的生長、分化，越來越

多的魚肉產生，但此時的魚肉還只是 「肉
泥」 。陳軍說，下一步則需要基於可食用
凝膠改造仿生建構魚肌支架，三維培養肌
纖維束，成功實現組織狀細胞培養魚肉的
製造。浙江大學生物系統工程與食品科學
學院副研究員徐恩波通過構建生魚塊數字
化結構模型，打印支架模擬天然魚肌肉組
織。徐恩波坦言，製作的過
程並不容易，研究團隊通過
調整配方，降低打印溫度，
並找到能將成肌細胞牢牢抓
住的可食用膠體材料，才實
現了仿生生長。

科研人員進一步分析了
培養魚排的外形，並對其中
細胞數、肌肉細胞和脂肪細
胞的比例、硬度、黏性、彈
性等特徵與真實大黃魚的肌
肉組織進行對比研究。 「從
這些指標看，兩者十分相
似。」 劉東紅說，這也將為
未來開展不同魚類乃至其他經濟動物的細
胞培養獲取優質蛋白提供新的思路，在解
決可持續肉類供應方面發揮更大潛力。

日前，由浙江大學生物系統工程與食品科學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長三
角智慧綠洲創新中心未來食品實驗室主任劉東紅教授、生命科學學院陳軍教
授牽頭的細胞培養魚肉團隊聯合大連工業大學朱蓓薇院士團隊對外宣布，通
過幹細胞分離、工廠化培養與組織化構建技術，成功合成國內首例厘米級細
胞培養大黃魚組織仿真魚排。

這項技術17天可以完成魚肉製作，製作出的魚肉味腥、色白、質彈與同
類自然魚肉無異。劉東紅表示，這項技術或將為解決人類餐桌肉品和動物蛋
白供應提供更為廣闊的支撐，對海洋魚類資源的保護有着重要的意義。

3D打印出魚肉 與真魚無異
細胞培養17天長成 助解決肉品動物蛋白供應

【大公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
道：細胞培養肉被認為是最有潛力解決
未來人類餐桌肉品和蛋白供應、減少人
工養殖肉類動物對水資源、土地資源高
度依賴的技術之一。此前，以色列食品
科技公司Steakholder Foods已成功通
過實驗室培養動物細胞， 「3D打印」
出了世界上第一塊人造魚肉。

至於味道，Steakholder Foods首
席執行官Arik Kaufman解釋說， 「它
有着傳統魚肉的層次感，當煎炸和調味
後，很難分辨出區別。」 不過，目前這
種靠細胞培養生成的魚肉價格高昂，成
本遠高於真正的海鮮產品。對此，

Arik Kaufman認為，隨着人造魚肉工
藝水平的提高，價格將有所下降。

值得關注的是，浙江大學的這項
細胞培養魚肉研究得到了繁星科學基金
的資助。繁星科學基金由拼多多創始人
黃錚於2021年3月成立。作為第一期資
助，繁星公益基金向浙江大學教育基金
會捐助1億美元，用於創新實驗室的科
學研究項目，而 「細胞培養人造魚肉研
究」 就在其公布的首批資助項目中。
「細胞培養魚肉走向餐桌還要進行大量
的安全性評估，相信隨着技術的不斷深
化，一定能在可見的未來進行批量化大
生產。」 劉東紅說。

大公報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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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自粵港
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啟動以來，廣東
主動協同港澳，不斷深化粵港澳科技創新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從要素、平台、項目、人才等方
面加快推動粵港澳科技交流合作。截至2022年
底，廣東全省科研經費跨境撥付累計超過3.7億
元（人民幣，下同）。即將於本月20日至23日在
廣州南沙召開的2023年大灣區科學論壇將展現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最新進展和廣東科
技創新的最新成果，進一步深化粵港澳科技交流
合作，同時探討打通粵港科研成果轉化 「最後一
公里」 。

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16日在廣州舉行
2023年大灣區科學論壇新聞發布會。記者從會上
獲悉，本屆論壇以 「智匯灣區，灣和世界」 為主
題，將聚焦人工智能、納米科技等重要領域。本
屆論壇還搭建起科學家、科研院所與粵港澳大灣
區內學校、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進一步深化粵
港澳科技交流合作。

廣東將解決大科學裝置共享難題
記者從廣東省科技廳獲悉，2022年，廣東

全省研發經費支出約4200億元，研發人員數量、
發明專利有效量等主要科技指標均保持全國首
位；區域創新綜合能力連續6年全國第一， 「深
圳─香港─廣州」 科技集群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
連續三年位居第二。下一階段，廣東將深化與港
澳合作，着力破解科技成果雙向轉化、大科學裝
置共建共享等方面的堵點難點問題，持續推動科
研資金、儀器設備、數據資源等創新要素跨境流
動和開放共享，加快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
化，切實暢通三地人才往來的便利機制，吸引更
多的國際化專業化人才。

粵港科研成果轉化 研打通最後一公里

【大公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日前，廣
東省公布《廣東省關於香港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
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的管理辦法》（下稱 「港
車北上」 政策）後，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亦接到
多位港人電話諮詢。為方便港人了解具體政策內
容及適用範圍，工聯會大灣區服務社於近日整理
發布了 「港車北上」 政策懶人包，以圖表形式解
讀了申請所需的文件、資格及申請流程。

談及 「港車北上」 政策實施後可能出現的問
題，香港工聯會內地中心副總主任兼廣州中心主
任邵建波結合自己在內地的駕駛體驗說道， 「在
香港道路車輛是靠左行駛的，而內地道路車輛是
靠右行駛的，且內地城市道路和高速限速規定和
香港也有不同，對於未在內地駕駛過車輛的港人
來說，可能一時難以習慣，容易因駕駛習慣不同
造成交通意外。」 他還提醒，在香港街道罕有上
路的電動車，在內地城市道路中卻很常見，這也

可能成為造成交通意外的一大安全隱患。
「港車北上政策的實施，讓我們感受到國家

對促進灣區融合、改善港人在內地生活條件便利
的決心。」 邵建波也建議，為了預防可能出現的
安全問題，希望兩地政府及交通管理部門能夠加
強合作，對成功申報港車北上的港人進行內地駕
駛車輛的短期培訓，加深港人對內地交通法規的
了解。

港車北上懶人包 圖表解讀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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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員以大黃魚
為研究對象。

▲浙江大學生物系統工程與
食品科學學院副院長、浙江
大學長三角智慧綠洲創新中
心未來食品實驗室主任劉東
紅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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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培養的大黃魚肉。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