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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對於有志於中醫事業的香港學子來說，有一所內地高校的名字相
信一定耳熟能詳，那就是廣州中醫藥大學。相比僅有20多年歷

史的香港高校中醫藥院系，這所學校今年建校百年，同根同源，師資
雄厚。它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唯一一所中醫藥高等院校，更因為擁有
完善的中醫培訓體系和臨床實踐平台，成為香港學子心中的 「中醫聖
地」 。作為就讀港生最多的內地中醫院校，廣州中醫藥大學迄今已為
香港培養中醫人才超過一萬人。

百年廣中醫港中醫人才搖籃
同根同源師資雄厚 助力港生圓杏林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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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粵普對照系統港生奪一等獎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隨着港人北上交流日益增多，不少港人都
會遇到溝通障礙，其中一個原因是港普用
語不同，例如粵語 「的士」 普通話則稱
「出租車」 。在近日舉行的第二屆微信創
新實驗室小程序全球編程創新挑戰賽總決
賽上，香港嘉諾撒聖瑪利書院三名中一生
就針對這個痛點，開發了 「粵普對照系
統」 微信小程序，希望協助港人融入大灣
區，消除溝通的障礙。該作品榮獲了1-7
年級的潛龍組一等獎。

在入圍總決賽的45個作品中，40%
來自香港、澳門中小學生。他們從身邊需
求、創意出發，製作了節能掃一掃、粵語
普通話對照、融合現代科技的天文學教育

小程序 「星語」 等作品，細微處有新視
角，作品在創造性、實用性上讓人眼前一
亮，完成度都非常高。

「第一次嘗試編程，就拿到了一等
獎，感覺很驚喜。」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中
一學生黃賞之負責 「粵普對照系統」 微信
小程序的文字和搜索工作，她介紹，整個
系統的開發時間約用時30個小時，包括
文字、剪輯和編程等，在做這個程序之
前，基本沒有接觸過編
程，經過老師指導和網
上學習，發現自己更加
理解編程，並且成功研
發出這個系統去幫助別
人，非常有成就感。

馬英九：大陸遞橄欖枝 望賴清德務實回應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

九15日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0日會見其一行，與
台灣青年學子面對面互動，對台灣展現最高的誠意與善
意。期盼賴清德能務實回應。

馬英九當天在其社交媒體賬號發文，開篇指近日世界
戰火擴大的警報又響起，更讓人覺得和平與對話可貴。

回顧本月帶領20位台灣青年訪問大陸的十一天行程，
他轉述，同學們說第一次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以及
身為炎黃子孫的驕傲，更深刻體悟兩岸之間歷史、文化與
情感連結是政治切不開的。

馬英九說，他要特別感謝習近平先生。他表示，4月
10日，習近平先生親自出面接待我們一行，與台灣的青年
學子面對面互動，聆聽想法並答覆， 「我認為這是對台灣
展現最高的誠意與善意」 。

有同學告訴他，習先生像長輩慈祥又耐心地分享人生
經驗，是一輩子最難忘的記憶。

馬英九表示，未來將繼續推動兩岸年輕人交流，很快
地就會邀請大陸高校學子回訪。這樣的青年交流、民間交
流更多，未來兩岸互動與互信會更好，中華民族的前景也
會更明亮。

他建議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當選人賴清德就職時，依
據台灣地區 「憲制性規定」 的 「一中」 架構，確認兩岸非
兩國，保證不走 「台獨」 道路，讓兩岸回到共同政治基礎
「九二共識」 ，展開各項交流。

他在文末強調，兩岸需要和平共興。習先生對我們遞
出了橄欖枝，期盼為台灣民眾福祉，賴清德能務實回應。

這篇文章發表三小時，已有數千人點讚並留言。多位
網友表示，感謝馬英九為兩岸和平所做的努力。 掃一掃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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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盼學成返港開診所
一人有一個夢

想，在香港，很多
人嚮往 「醫生夢」 。在香港加快推進首
家中醫醫院建設的背景下，北上內地入
讀中醫專業的港生數量越來越多。不少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希
望能在粵港澳大灣區開一家醫療診所，
圓 「杏林夢」 。

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香港學生
李嘉鴻來自中醫世家。外公是一名執業
中醫師，她曾經到香港中醫診所兼職過
一段時間。 「自小耳濡目染，加上在中

醫診所工作的所見所聞，讓我對中醫非
常有好感，所以二話不說就來到廣州學
習中醫。」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求學的經
歷，讓李嘉鴻覺得自己的中醫夢越來越
堅定。 「希望通過積累經驗，返港開設
一家屬於自己的中醫診所。廣中醫對我
來說，是夢想的起點。」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辦
公室主任羅廣波醫生，從醫二十多年，
是一位名副其實的 「老中醫」 。他同時
是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教授，手把手帶過
不少香港學生實習。羅廣波說，近年來

志願報考內地研究生的香港學生越來越
多，在內地醫院實習，可以增加香港學
生的經驗，為港生未來在內地執業鋪平
道路。

羅廣波介紹，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就有港澳台學生到廣中醫求學及到醫院
實習。 「到目前為止，來廣中醫一附院
實習、見習及參加各類型培訓的境外學
生，已經超過一萬人次。」 羅廣波評價
稱，香港學生學習積極性越來越高，臨
床參與能力也不斷提高。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懸壺濟世

▲廣州中醫藥大學今年迎來百年校慶。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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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中醫為香港培養人才

地域相近
廣州與香港同處1小時生活圈，從香港
出發到廣州，只要1小時不到，所以
「掛住阿媽靚湯，話走就走」 。

人緣相近
廣州香港緊鄰，畢業後回香港找工作方
便。

考取職業中醫師通過率非常高
學校2023年通過香港執業中醫師考試的
通過率為45%，比平均水平高出10%。

港生DSE「332A」可入讀
廣中醫2024/25學年面向香港DSE招收
100名學生，錄取要求為 「332A」 ，即
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級及以上，數學科
達到第2級以上，公民科達標。而校長
推薦計劃的考生最低錄取標準為公民科
達標，其餘三門核心科目的分數之和為
8分（含）以上，且任何一門科目的分
數不得低於2分（含）。

學位獲認可 可兩地行醫
在廣中醫畢業的港澳學生，課程及學歷
獲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轄下中醫組認
可，畢業生符合資格可參加中醫執業資
格試，通過便可成為香港註冊中醫師。
廣中醫的招生專業主要為中醫學（五年
制），是國家 「雙一流」 建設學科，港
生畢業後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同樣具
有優勢。

大公報整理

香港和廣東的中醫文化同根同
源。建校百年的廣州中醫藥大學，從
誕生到發展亦與香港息息相關、血脈
相連。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前身廣東中
醫藥專門學校成立於1924年9月，早
在建校之初，便與香港有着密不可分
的聯繫。

合作港校培養研究生 共建實驗室
1924年，廣州藥業八行與香港藥

業三行共同興辦了中醫藥專門學校，
開啟了中醫藥現代教育先河。1933
年，廣東中醫院在廣州、香港中藥商
會籌備和資助下落成。1938年10月日
軍猖獗、廣州淪陷，學校和醫院所有
設施損失殆盡。1939年，港方校董慨
然負擔經費，租得跑馬地禮頓道37號
為校址開始復課。1956年經國務院批
准成立廣州中醫學院，成為新中國首
批四所高等中醫藥本科院校之一，
1995年經教育部（原國家教育委員
會）批准更名為廣州中醫藥大學。

被人尊為 「廣東藥王」 、90歲的
廣中醫老校友梁頌名，一手創辦廣州
中醫藥大學中藥系。香港目前僅有三
所高校擁有中醫藥學系，包括香港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
梁頌名先生還參與創辦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院並任教至今，為香港培養了
大量中醫藥人才。

今年香港地區的廣中醫校友團聚
時，梁頌名談到香港中醫藥業發展
史。他說，由回歸前的不承認中醫，
到回歸後開始重視中醫藥發展，將中
醫藥教育納入大學體系，正式在大學
成立中醫學院，是一個重大轉變。他
感慨： 「在這其中，廣中醫人對香港
中醫藥界貢獻非常大」 。

香港現時有超過一萬位中醫師，
每年有約200位新註冊中醫師。其中不
少來自廣州中醫藥大學。廣州中醫藥
大學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建校伊始便開
始了對香港中醫學生的培養。為了適
應香港學生執業發展需要，學校開設
了中醫學境外班。該校執業中醫師考
試通過率（香港與內地）一直穩居內
地中醫院校首位。

該校有選派中醫針灸方面的教師
赴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進行授課
的傳統；並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培養
研究生。該校還與香港浸會大學共建
實驗室，開展中醫藥科學研究。此
外，該校還定期接受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
學生來校進行臨床實習。

港生：學望聞問切 研藥理藥性
廣州中醫藥大學目前在校的港澳

台僑及國際學生達1899人，其中香港
學生有758人，規模位居全國中醫藥同
類院校之首。 「港人一直有用中醫藥
治病養身的習慣。這些年，隨着中醫
藥業振興發展，越來越多人選擇中醫
藥服務，中醫職業備受尊重。」 廣州
中醫藥大學香港學生鍾翠怡表示，在
校幾年，她學習了 「望聞問切」 、研
究植物園中草藥的藥理藥性、親眼見
證中醫在臨床上產生療效、治癒病
患，自覺中醫理論和實踐都飛速進
步。

香港學生鄺詩婷去年參加廣州中
醫藥大學主辦的香港中醫藥文化交流
研習班。她表示，在培訓中收穫了很
多臨床實踐知識和經驗，這對未來執
業非常有幫助，大大增強了她成
為香港中醫師的自信心。

▲廣州中醫藥大學的老師出診時教導香
港學生。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廣州中醫藥大學培養港生數據

在校港生

758人，非學歷港澳學
生268人（來自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等大學學生）。

累計培育港生

超過1萬人

國情研學營

即使是疫情期間，每年
仍吸引了超過1000人次
的港澳台僑及國際學生
參與。

粵港中醫藥
國際合作基地建設

學校至今已執行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國際合作專
項21個，依託該專項在
全球建立了7個國家級
中醫藥海外中心和5個
國家級中醫藥合作基
地。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香港醫療輔助隊少年團的學生在廣州
中醫藥大學參觀學習。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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